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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别于现有关于“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相关的纯理论研

究，本文基于调研获取的数据，运用 MLS 模型对二者融合下的协同式育

人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数理分析。基于数理统计这一全新的分析视角，

本文的实证结果与现有的理论结果进行了相互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基

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思政协同式育人机制的实施，使得高职院校学生在

学习、生活和工作三方面的表现获得了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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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的高职院校为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为企业和社会培养“知行合一”的技术性人才，不仅积极
试点“现代学徒制”，而且在课程思政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多方面
的创新和实践。现代学徒制是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的
实现形式,也是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导模式。在
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现代学徒制已然成为了当前各大高职院校
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模式，正在试点的高职院校名单也
正在不断增加。课程思政改革则是提升学生思想觉悟，引导学生
良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效方式，正在被各大高校以不
同的方式进行快速推广。目前，已有部分高职院校对基于“现代
学徒制”和“课程思政改革”的协同式育人机制进行了探索。 

二、协同式育人机制实施的重要性 
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走出校园，进入企业进

行一段时间的上岗实操。相较传统的教学方式，现代学徒制的教
学环境将涉及到“学校”和“企业”两个层面，学生不仅要完成
学校的学习任务，同时要在企业师傅的指导下完成相应的实操工
作。基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将进入新的更为复杂学
习环境，接触老师和学生之外更为“社会”的人群，并且将接收
更为广泛而复杂的信息，这势必将对其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为了把思想品德培养渗透融
入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持续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部分高
校开始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引入了思政教学内容，初步
形成了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相融合的协同式育人机制。 

那么，协同式育人机制的执行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成长有什么
样的影响呢？能否从数理统计的角度对现有的研究进行验证
呢？为了获得明确的答案，而非理论上的可能，课题组基于研究
的可操作性，对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两所高职院校①的“准财务
经理班”进行了调研，并且在搜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
的数理分析。本文将首先运用匹配法，分别对传统教学模式下和
协同式教学模式下的两类学生进行抽样匹配，并分别基于“学
生”、“教师”和“企业师傅”的不同角度，对抽样对象进行评价，
进而运用数理统计软件 stata15.1 对统计数据进行运算，获得多维
度评价结果。 

三、数据来源及效果评估 
为了从数量统计角度对基于“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

的协同式育人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而非仅仅在理论上进行
推测，课题组成员以绍兴地区两所高职院校的“准财务经理班”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取了相应
数据。同时，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科学性，课题组随机挑选了同
专业的平行班学生作为对照组。本文从“学生”、“教师”和“企
业”三个方面对协同式育人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而每个一
级指标继续细分为三个小指标（具体见下表 1），以期对“准财
务经理班”学生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评价。基于数据时效性、
可获得性以及全面性的考虑，设定两所高职院校 2018 届毕业生
获得的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剔除不能获取所需信息的学生数

量后，总共获得有效样本 404 个，其中实验组 134 个，对照组
270 个。实验组学生所在的“准财务经理班”实行了基于“现代
学徒制”和“课程思政改革”相融合的协同式育人机制，这也是
与对照组学生的主要区别，样本匹配下的统计分析充分保障了本
文实证结果的科学性。本文涉及的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各指标描述性统计 
指标 样本

数 
标准

差 
大

值 
小

值 
平均

值 
 

学
生 
评
价 

学习状
x11 

404 1.68 8 3 5.56 

生活状
x12 

404 0.64 6 3 5.68 

工作状
x13 

404 0.72 9 1 6.32 

 
教
师 
评
价 

学习状
x21 

404 3.88 9 2 5.72 

生活状
x22 

404 0.44 8 3 6.91 

工作状
x23 

404 1.69 8 3 5.22 

 
师
傅 
评
价 

学习状
x31 

404 0.24 10 1 6.64 

生活状
x32 

404 0.52 8 2 5.73 

工作状
x33 

404 4.56 8 4 6.84 

注：二级指标学习状 、生活状 和工作状 的评分设定范
围为 1-10，评分越高说明样本个体的表现越好。 

由于存在实验组和对照组，本文将运用数理统计软件
stata15.1，同时选取经济学领域的 MLS 模型对获得的两组数据进
行比较分析。软件运行结果见下表 2 所示： 

表 2  MLS 实证分析结果 
指标 样本数 系数 标准差 

 
学生评价 

学习状 x11 134 1.34** 1.35 
生活状 x12 134 1.09 0.71 
工作状 x13 134 2.33** 1.22 

 
教师评价 

学习状 x21 134 2.09** 2.83 
生活状 x22 134 1.85 0.84 
工作状 x23 134 3.30*** 2.25 

 
师傅评价 

学习状 x31 134 3.07** 2.38 
生活状 x32 134 1.88* 0.82 
工作状 x33 134 4.91*** 3.50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 

根据表 2 的统计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的 270 位学生，实
验组的 134 位学生在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企业师傅评价三方面
的大部分指标均通过了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在学生评
价方面，学习状 和工作状 评价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学生，也即
周围学生们明显感觉到处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实验
组学生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学习 度和工作 度，分别比对照组
学生高出 1.34 和 2.33 的系数。在教师评价方面，同样只有生活
状 未表现出比对照组学生更好的状 ，这可能是由于教师与学
生的接触更多是在课堂环节，对其生活状 了解不多。学习状
和工作状 受到了教师的较好评价，其中的工作状 更是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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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两者分别对对照组学生高出 2.09 和 3.3
的系数。在企业师傅评价方面，三个二级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也即相对于对照组学生而言，在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的联合
指导下，实验组学生的表现均较为优秀。其中，生活状 通过了
10%显著性水平检验，学习状 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工作状 更是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三个二级指标的系
数分别高于对照组学生 1.88、3.07 和 4.91。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将直接进入企业进行顶岗实操，而企业
师傅将全天候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在工作和生活上与学生进
行长期接触。因此，相较于同学和老师，企业师傅的评价更为全
面和客观。 

四、结论和启示 
现有关于“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化”的研究，多为纯

理论化的分析，无法验证“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化”实施
的效果。对此，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将研究对象的非数字
化信息进行量化，进而运用数理统计软件 STATA1 5.1 和数理统
计模型 MLS 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试图从实证数据方
面对协同式育人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验证。 

根据上表 2 显示的统计结果，相比于对照组学生而言，实验
组学生获得了身边同学、老师和企业师傅的一致好评。其中，教
师评价和企业师傅评价中的工作状 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也即教师和师傅较为强烈地感觉到实验组学生在工作上的
优异性，而同学、教师和师傅在学习状 方面也给予了实验组学
生更高的评价。大多数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实证结果，说明
同学、教师和企业师傅均给予了实验组学生较高的评价。由此可
见，无论是基于目前关于“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化”的理
论性研究，亦或是本文基于数据支撑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了高职
院校实行“现代学徒制”和“课程思政化”的有效性，且两者之
间变现出了一定的相互验证性。 

综上所述，为了提升高职毕业生的技能水平，使其具备一定
的工匠精神，高职院校需要继续深入推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为了引导高职学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职院校
则需要继续深入实施课程思政化改革。而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为

“知行合一”的毕业生，高职学校就需要积极地将“现代学徒制”
和“课程思政”进行融合，形成具有较高实效性的协同式育人机
制。当然，目前正在探索的协同式育人机制尚存在完善的余地，
例如本文的部分二级指标“生活状 ”尚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无疑成为了今后进行完善协同式育人机制相关研究的一个重
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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