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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职院校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尝试工学交

替、订单培养等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需求,但是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毕业生岗前培训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员工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新时期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

不断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适合人才发展的教学路径。现代学徒制作为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完善高职学院人才培养机制,能够充分满足高职学院人才培养需求。因此,本文针对高职学院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其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几点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希望能够为专业人士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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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院校主要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

主,需要充分保证输出人才满足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为实现这一目标,高职院校

应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人才,通过整

合现有资源、明确育人目标、构建现代

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

学生就业率。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也不

再是单独个体,而是需要有机融合,为满

足这一教学需求,需要积极推进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弥补高职院校传统

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不足之处[1]。 

1 高职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主要特征 

1.1由单一生产转变为生产教育 

现代学徒制是由传统学徒制创新发

展演变而来。从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分析,

传统学徒制主要以学生完成生产任务为

目标,而现代学徒制则强调生产任务与

学校系统教育相结合,以培养学生专业

能力和技术水平为目标,在保证企业经

济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全面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和专业水平。 

1.2由职业培训转变为学历教育 

传统学徒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

以技能培训为主,要求学生能够通过一

段时间的系统训练中掌握技术操作方法,

并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但由于缺少理论

知识教学,使得学生无法获取专业学历

文凭。而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将技能培训与理论

培训有机结合,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在系

统培训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另

一方面能够保证学生同时获得职业资格

证书和专业学历文凭。 

1.3由短期培训转变为终身学习 

传统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

短期性特点,需要学徒在一定时间内一

次性完成学习内容,而后独立开展相关

工作,这中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定局限

性,这种模式下学习的学徒创新能力较

弱,无法实现专业水平提升需求。而现

代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岗前培

训与岗后培训相结合,也就是在岗前系

统培训基础上,继续加强上岗后培训力

度,使学徒能够不断更新技能,实现创

新发展目标。 

1.4由技能培训转变为理论技能相

结合 

传统学徒制大多以师傅带徒弟手把

手传授专业技能为主,需要学徒在自然

工作过程中随机学习,培训方式缺规律

性,使得教学过程较为随意。而现代学徒

制是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人才,

要求学生在掌握学校理论知识系统培训

基础上,严格按照企业岗位需求接受技

术培训,从而满足高职院校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教学需求。 

2 高职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1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高职院校是面向经济市场输出专业

人才的重要基地,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

始终与社会相关产业保持一致。而实施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恰好能够搭

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平台。

具体来说,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下,学生同时具备两个身份,在校接受理

论知识培训时为学生身份,在企业生产

中接受技能培训时为学徒身份,这种人

才培养模式不仅能够实现工学交替、订

单培养需求,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使高职院校由传统单方面培养

学生转变为校企共同培养、共同负责模

式,有利于促进校企双方实现共赢[3]。与

此同时,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校企双

方需要充分做到深度融合、友好合作,

通过共同研究、共同设计、共同建设、

共同培养、共同评价培养人才,全面突出

现代学徒制的功能和作用。 

2.2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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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现代学徒制强调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充分保证了高职院校复合

型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了高职学院

毕业生就业率。具体来说,实施现代学徒

制,能够使高职学院由传统理论教学转

变为岗位实践训练,使企业生产基地转

变为学校教学课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丰富了专业课教学内容,创新了专业课

教学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能够

重构专业人才培养载体,还充分符合现

代化教学规律和学生发展规律。 

2.3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推动产业结

构升级 

现阶段,校企合作已经收到国家、政

府、社会、企业等多方面广泛关注。政

府作为主导部门,能够充分发挥引导作

用,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和顶层设计,促进

现代学徒制不断深化,从而为培养高质

量、高水平人才提供保障,为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奠定良好基础。

另外,相关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发展需求

以及时代发展趋势,制定人才培训标准,

从而为高职院校培养人才提供正确指导,

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4]。 

3 高职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运行机制 

3.1构建知行合一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开放

性特点,突破了高职院校传统教学单一、

古板的教学方法,构建了知行合一、情景

教学人才培养氛围。从教学时间方面进

行分析,能够实现工学交替、半工半读教

学需求。从空间方面进行分析,可以通过

校内校外、课堂车间相互交替通过教学

质量。并且在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

校教育主体也不断扩大,由传统的学校

教育转变为企业、学校、政府、社会共

同教育,实现了校企双方共同合作、共同

参与、共同承担责任的教学模式。除此

之外,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过程中,各方教育主体还能够互相监督、

影响和制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保证

培养出的人才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3.2构建工学交替育人模式 

新时期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也在不断创新和改革,虽然在教学过程

中试图开展校企合作模式,但实践效果

却没有达到理想目标。而现代学徒制强

调高职院校与企业必须同时参与到人

才培养中,并充分利用多元主体利益,

突出现代学徒制的优势和特点。为满足

这一需求,企业需要充分发挥育人主体

地位,明确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积极参与高职院校招生,全面

落实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

础上,学校、企业以及学生三方,需要签

订明确的协议合同,细分相应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工

学交替育人模式。 

3.3构建工学结合课程体系 

现代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灵

活性和开放性特征,无论在教学形式还

是教学内容方面都突出了多样化特点。

为了满足学生发展需求,提高学生专业

水平,需要保证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保

持一致,这就需要校企双方在课程体系

设计方面做到齐头并进,不仅要整合职

业资格、学历教育等要求,还要提炼就业

岗位的典型过程、任务、做法以及实例

等内容,保证课程体系满足教学需求和

学生发展规律[5]。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校企双方深度融合、友好交流,共同开发

教学资源,保证课程体系既能够满足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需求,又能够拉近

教师、企业管理人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使三方在实践过程中达成共赢目标。 

3.4构建结构互补教学团队 

现代学徒制在实施过程中,要求学

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担任人才培养职

责,从而构建结构互补的教学团队,满足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需求,为提高学

生专业水平奠定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高职院校需要选拔专任教师进入企

业进行社会实践,为企业实践教学提供

理论指导,同时,企业也要有计划、有目

标的对师傅灌输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保证企业师傅和学校教师能够在现代学

徒制培养方面相互帮扶,保证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衔接得当,从而为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奠定基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训模式,不仅是高职院校创新教学模式、

提高教学水平的有效措施,也是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

手段,需要各教育主题给予高度重视,充

分发挥现代学徒制的作用和功能。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州市高等学校第七批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政行企校协同创新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胡迁.高职教育中“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现代职业教

育,2021,12(01):132-133. 

[2]徐晓舟,杨帆.高职院校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赜[J].成才之

路,2020,07(34):6-7. 

[3]岳文志.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研究[J].黄冈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2019,21(06):37-41. 

[4]李萍 .现代学徒制模式下人

才 培 养 考 核 机 制 研 究 [J]. 时 代 农

机,2018,45(07):116-117. 

[5]张法坤,徐冠中.现代学徒制模式

下人才培养考核机制研究[J].教育教学

论坛,2017,14(52):253-254. 

作者简介： 

吕凤亚(1981--),女,河北保定人,硕

士,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高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