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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下工学交替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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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学徒制通过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教师与师傅相互配合传授技能。高职教育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技术型人才，在

现代学徒制模式下，高职教师可通过工学交替培养学生，组织他们在企业与学校循环学习，教师与师傅轮流上课，将工作与

学习结合在一起，使其在半工半读中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成为新时期的“工匠”。鉴于此，本文

对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下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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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道运输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有利条件
（一）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意愿强烈
铁道运输专业订单培养比例最高，这为现代学徒制培养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订单班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校专
业的学生，同时也是订单企业的准员工。近年来，由于高速
铁路的迅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开通，行业对人才的
需求旺盛，企业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够零距离上岗，缩短企业
培养周期，学校也希望订单培养的企业能够参与学生的培养
全过程。校企双方在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方面都有极大
的热情，为学院铁道运输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
（二）学校历史悠久专业底蕴深厚
铁道运输专业开办十多年来，为企业输送了众多专业技

术人才，很多已经成为了铁路企业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干部。
多年的办学经验和深厚的专业底蕴以及良好的办学条件为专
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学生综合素质高利于现代学徒制的开展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国铁、地铁建设的大力支持，人才

需求不断上升，就业需求大，形成了招生和就业两旺态势。
以湖南省的招生为例，近五年，铁道运输专业招生的理科最
低分都在 350 分以上，文科招生都在 380 分以上，远远高于
湖南省高职高专的人学基准线，优秀的生源也提升了订单培
养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意愿。

二、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下工学交替人才培养策略
（一）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工学交替是一种新型育人模式，虽然可以真正融入社会

中得到锻炼，但是实行起来颇为不易。因此，首先要在全社
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认同职业教育，认可工学交
替属于基础保证，现代学徒制提倡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主导。

（1）政府需增强建设现代学徒制的保障体系，基于法律
法规视角引导，基于企业一定的设备与资金投入，让企业自
觉担负起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为工学交替的实施和高职生工
匠精神的培养提供硬件保障。

（2）增强多方宣传与试点力度，促使更多的社会人士参
与到工匠精神培养中，尤其是在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时工
匠起着中坚作用，充分认识到工匠在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
展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深刻理解高职学习在培养工匠精神
方面的社会竞争一力与独特优势，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对工匠
精神的认识，正确看待高职生，让他们对工匠充满敬佩之情。

（3）在校园环境方面，高职学校需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与
劳模精神，宣传一些专业领域中的能工巧匠事迹，营造技能

宝贵、劳动光荣的道德风尚及精益求精的职业追求，而且教
师要渲染职业化氛围，帮助高职生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使
其主动接受工学交替。
（二）重新构建课程体系
在高职教育体系中，课程属于学生学习专业技能与文化

知识的重要载体，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将职业技能、专业知
识、人文素养和职业精神融为一体，以教学和工作、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来呈现。在现代学徒制背景下，要想通过
工学交替培养高职生的工匠精神，需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构建
课程体系，打破以往以学校为主培养人才的局限性，从职业
能力、道德和品质三个方面切入，带领高职生在真实的工作
环境中获取专业知识与技能，把工匠精神融入各个环节。具
体来说，高职学校在开发课程资源时，应当由企业师傅与校
内教师一起研发，有的放矢地设立课程体系，突出高职教育
的职业性，把不同专业的岗位要求和育人需求融会在课程中，
充分考虑到职业化、实践性等特征，建立一套综合性与开放
性的课程体系。其中，理论课程主要讲述与就业岗位有关的
职业精神、素质与道德等内容，专业课程根据具体专业和企
业需求讲授理论方面的知识。实践课程则是利用工学交替培
养高职生工匠精神的关键渠道，通过实训平台进行事先模拟
练习，确保他们在企业实习期间能够胜任相应的工作岗位，
多方渗透工匠精神。并尽量与本地企业相互呼应，让专业和
企业行业有效对接，便于高职生凭借自己所学到企业岗位上
完成工作任务，承担相应的岗位职责。另外，在实践环节，
工学交替的形式较为多元化，包括星期间、月间、学期间和
学年间等，无论任何形式，企业和学校之间都要密切配合，
保证工作和学习的平稳衔接。

三、结语
总之，以培养企业需要的职业人才为目标，学校和企业

缔结契约关系形成双主体，引导学生既在校内接受理论学习
为主的学历教育，又在企业接受真实的生产及经营工作锻炼，
学校和企业不仅会成为学生教学计划的制定者，还会成为学
生发展的考评者，顺应了职业教育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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