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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制造类专业现代学徒制高端人才培养实证研究 
◆潘光永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东阳  322100） 

 
摘要：本文介绍了高职制造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研究背

景、实施目的和意义、改革实施目标。重点阐述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实证研究”实施方案，通过实施”工学交替”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提高了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综合实践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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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关于国内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方面，主要成果有：

一是现代学徒制个案研究，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选择三个专业和三
家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合作，从‘双主体’办学机制，‘工学
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学校课程+企业课程”的课程体系，教学
资源开发，实训条件及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组织管理与人才培养
质量监控与评价等方面进行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并对探索中
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1]二是现代学徒制的实现路径，这也是我
们研究现代学徒制的旨归。有的主张效法西方国家法律层面构建
学徒制大厦[2]；有的主张从主体“双赢”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学徒
制[3]；有的还主张应该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4]。此外，有不
少学者看到了关于现代学徒制研究成果的缺憾，如缺少对现代信
息技术的关注、对农民群体关注不够和本土化研究不多等问题。 

笔者认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自 2015 年开始如雨后春笋
在各高校中开展，大多数院校，还是将顶岗实习阶段学生放在企
业统一进行管理，主要还是依托企业，来培养学生的岗位技能。
在制造类专业中，真正将现代学徒制落实在实处，实施教师和师
傅企业现场双元教学改革，还在摸索之中。 

1.2 开展制造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的目的和
意义 

我院制造类专业现有的实训条件和师资水平，远不能满足浙
江省内高端制造企业向高端、智能化方向发展的教学需要，所以，
对接大江东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区，在大江东地区建立我院制造类
专业教学基地，充分整合高端制造行业、企业的设备和师资优质
资源，实施“现代学徒制”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实施
“工学交替、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适应我国高端智能制造人才需求要求，具有深远的
现实意义。 

2 开展制造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的实施方案 
课题研究期内，对学院广汽传祺高端班 1 个班、2017 级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2 个班的学生，在高职“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背景下，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与实
践研究，提升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2.1 构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实施方案研究 
“现代学徒制”高端制造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的知识、素质、

能力培养融入高职教学全过程，以能力为主线，将学生的能力培
养分为基本能力（基本素质+基本技能），综合能力，跟岗、顶岗
就业能力四大块。 

前三个学期（校内），以基本能力为培养目标即第一阶段，
主要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基本能
力。通过所有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培养学生基本职业能力。 

第四、五学期（大江东教学基地+高端制造企业），以专业综
合实践能力为培养目标，即第二阶段。主要采取“工学交替”教
学模式，实施项目教学。“工”教学由企业负责，“学”由指导教
师负责。“工”的教学项目，采用企业真实的零部件产品加工项
目，“学”的教学项目围绕企业“工”加工项目遇到的问题及作
业指导书内容整合成“学”的教学项目。“工”教学考核由师傅
根据学生完成的企业加工产品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学”教学考
核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完成的月度工作和学习总结及作业指导
书内容测试进行考核评价，提高学生专业综合实践能力。以 16

广汽学徒制班为例设计“工学交替”课程教学流程，如图所示： 
 
 
 
 
 
 
 
 
 
 
 
第六学期（高端制造企业），实施“顶岗实习”教学模式，

以顶岗能力为培养目标，即第四阶段。主要采取企业生产一线顶
岗实践的方式。学生在一个真实的生产过程中，将自己的专业综
合能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并结合一线实际生产岗位，在企业和
学院双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提高顶岗就业能力，做到顶岗
实习、毕业设计、就业三者有机的结合。 

2.2 实施“现代学徒制”中课程“多元”考核方案研究，客
观评价学生岗位适应能力 

机械制造专业所有在校的专业课程均采用“驾证式”的考核
方案，即知识和能力同时进行考核，知识的考核采用试卷形式闭
卷考核（教室）；能力的考核以完成一套机电产品的设计、制作
为主（实训基地）；同时，结合学生的学习态度、团队合作精神
等进行考核，知识和技能同时及格时该门课程才能及格，客观评
价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工学交替”课程考核学生作业指导书和
完成实际产品加工质量进行考评。“跟岗实习”考核学生完成的
综合加工项目进行考评。“顶岗实习”考核学生岗位实习表现和
顶岗实习周记、顶岗实习总结进行考评。 

2.3 工学交替、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优化班级管理实施方案
研究，提高学生顶岗就业能力 

在我院校外教学基地、实训基地，围绕学生在实习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与企业合作，进行学生集中管理方案探索，内容包括
班主任现场跟踪与专业教师现场授课，加强顶岗实习学生考核评
价，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创业计划实施等课程教学效果，提
高学生顶岗就业能力，实现校外基地教学常态化。 

3 结束语 
通过 2016 级制造类专业实施“广汽传祺高端班”行业、企

业、学校三元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实证研究的探索，对
接浙江高端制造产业，为我院制造类专业特色发展探索一条有效
实施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现代高端制造行业、企业的
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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