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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建设中的“骨与筋”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实践与思考 

◆刘  洋  张福强  杜成华  宋海江 

（黑龙江职业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历程和要求；文章从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式构建为切入点，分析了人才培养方案内容与体
系的构成，最终确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路径。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
双主体育人 

 
 

人才培养方案是现代学徒制建设的着力点，这里面包括培养
模式、课程开发等相关内容，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方案与企业的
生产格局相符合，与企业的生产时间相吻合。 

热能专业的“夏制造冬运行”人才培养模式就完全符合企业
的生产特点，而学徒准备期、准备学徒期与学徒期时间安排完全
与企业的生产时间相契合。 

一、“双主体”育人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针对哈尔滨红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发展，按照企业的

岗位需求，对其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调研，最终形成了《城市
热能应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调研报告》，确
定了城市热能应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目标是： 

（1）具备热能应用领域跨界整合和节能技术创新能力的终
身学习者。 

（2）具备热工与流体技术、锅炉制造工艺编制与设备使用、
锅炉设备操作与故障诊断和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高级工。 

（3）具备敬业精神和全面发展的负责任公民。 
2.构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核心内容，

学校与企业根据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构建了“夏制造冬运行、工学交替、双主体育人”的人才培养模
式。由“现代学徒制产教联盟”协调，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了“2+1”
教学模式，即第一、二学年以学校为主，校企联合培养和考核，
第三学年以企业为主校企联合培养和考核。 

具体流程见图--1。 
 
 
 
 
 
 
 
 
 
 
 
 
 
 
图 1  “夏制造冬运行、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图 

“夏制造冬运行、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是基于锅炉制造
和运行企业的生产过程，以企业的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通过厂
校一体的四阶段“学校——教学基地”的交替教学，实现“基本
技能——专业核心技能——岗位技能”和“基本素质——职业素
质——综合素质”三个层次逐步提高的一种工学结合模式。这种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根据锅炉制造和供热企业生产的季节性，
实现教学过程从课堂到“教学基地”的工学交替。见表--1。 

表 1  “夏制造冬运行、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的教学阶段与学期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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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学期，成立了“学徒制班”，进行“现代学徒制”

试点。学生在 2017.9 月到企业进行了认知实习，主要是企业认
知及工作岗位、待遇等介绍----准备学徒期。 

——第二学期进行专业课学习。在红光锅炉集团进行了为期
1 周的金工实习和为期 1 周的锅炉结构课程设计----学徒准备
期。 

学生入校的第一学年，学生在学校进行了系统的基础理论学
习，并在热能实训中心和企业进行岗位实训教学。根据哈尔滨红
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实习岗位要求，在课程中增加了相关企业内
容。 

——第三学期进行专业课学习。在红光锅炉集团进行了为期
2 周的锅炉制造实习----学徒准备期。 

——第四学期开始在企业进行学徒课程学习。在红光锅炉集
团进行了为期 2 周的锅炉运行实习----学徒准备期。 

学生入校的第二学年，学生在学校进行了系统的专业理论学
习，并在企业进行岗位实训教学。 

——第五、六学期学生以准员工方式在红光锅炉集团开始学
徒，红光锅炉集团发放见习津贴----学徒期。学生完成所有课
程，由学校和企业进行双重考核，考核合格的学生直接与企业签
订聘用合同。 

在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过程中，结合行业特点，针对企业对人
才的同要求，采用“订单”和“现代学徒制”交替培养模式，使
“夏制造冬运行、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更加鲜明和完
善。 

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通过开展行业背景调研、毕业生就业岗位和企业实践专家研

讨会等形式，掌握了企业用人标准，以岗位的综合职业能力要求
为基础，定位了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以职业分析和教
学分析为手段，全面的深入分析、总结、归纳岗位工作的需要，
充分考虑持续发展的需求，明确培养目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
构；依托校企合作理事会，精准对接企业岗位，岗位需求和岗位
标准贯穿人才培养始终，由现代学徒制产教联盟制定城市热能应
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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