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现代教育论坛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8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沈薇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DOI:10.32629/mef.v1i2.27 
 

[摘  要] 随着当代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断提升,这就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高职院校,其人才培养的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

经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对高技术技能人才日益提升的数量和质量要求。现代学徒制在此背景下成为解决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对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课程体系进行研究和探索,以期能给现代学徒制本土化课程体系建设提供

些微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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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91 年,中国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

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标志着我国高职教育踏入新的篇

章。1993 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由国务院颁布了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会议明确指出我国教育今后发展的

两个重点,一是基础教育,二是职业技术教育。“纲要”更加明

确指出：“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和

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

“有计划的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

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然而,由于我国高

职教育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在高职教育初期缺少自己的人才

培养模式积淀,往往仍然采取本科教育学科式培养模式。面对

高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工业产业转型升级,这样的模式显然

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开始了对新的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吸收国外先进的高职教育理念,引进优质境外高

职教育资源成为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条重要的途径,现

代学徒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中国高职的视野,并以

其独具的优势迅速在中国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浪潮中站

稳了脚跟。 

1 现代学徒制的内涵 

现代学徒制的起源是欧洲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也

就是西方学徒制。其发展历经了前学徒制、手工业行会学徒

制、国家干预行会学徒制、集体商议的工业学徒制等阶段。

在传统学徒制发展到了现代学徒制的时期,它的内涵也在悄

然发生着变化。 

1.1学徒制的适应范围从小规模的手工作坊生产扩大到

大规模工业化自动化生产。 

传统学徒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一般一个师傅带一

个或几个徒弟,培养规模有限,培养时间不能保证,培养规格

参差不齐。现代学徒制采取统一招生,招生即招工的模式,

学校和企业各司其职,保证有充足的生源供应和培训力量,

满足工业大生产。 

1.2学徒制建立起了适应现代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统一

培养标准。 

都说一流的企业定标准,二流的企业树品牌,三流的企

业造产品。现代工业生产必须要制定统一的高质量的行业标

准。现代学徒制正适应了这样的要求,由政府相关部门和研

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制定学徒培养的标准,以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1.3 学徒制建立起了国家、行业、企业一体化的运行体系。 

在所有的职业教育当中,如何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都是一个难题,而现代学徒制通过政府立法规定了企业所承

担的责任,打造了校企合作的天然苗床,在此基础上,行业企

业学校各司其职,在这个体系稳定运行之后,学校培养质量

稳定,企业用工满足要求,行业发展合理有序,三方共赢的局

面自然让这个体系持续下去。 

在符合以上三点的前提下,现代学徒制也衍生出了几种

不同的形式,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以德国为首的“双元制”培

养,以英国为代表的“三明治”模式、澳大利亚的“新学徒

制”、日本的“产学合作”模式和在美国广泛实施的“合作

教育”模式。 

2 现代学徒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现代学徒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2014 年以前,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由部分高

职院校自行进行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给

予相应的经费支持。2014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制订了工作方案。2015 年 8 月

5 日,教育部遴选 165 家单位作为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和行业试点牵头单位。2017 年 8 月 23 日,教育部确定第二

批 203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在现阶段,

我国的现代学徒制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我国目前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引进和本土化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与德国合作进行的“双元制”培养模

式实践,在我国安徽、天津、上海、江苏、广西等地的部分

高职院校依据对德合作的坚实基础,引进德国“双元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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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并进行本土化。这是一种以校企双元为核心,以跨企

业培训中心为重要实施载体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虽然我国现代学徒制蓬勃发展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是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我国的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支持

很多,但是很少从立法层面规定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相关

责任义务,这需要政府相关领导部门从政策层面进行考虑。

再如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并不是很丰富,人均实训设备不足,

更新较慢,经验丰富的培训师也较为缺乏,有些情况下要按

照现代学徒制标准进行培养就会遇到一些障碍。类似的问题

还有不少,亟待专业人士研究解决。 

3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是承载培养模式的基石,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

体系,任何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而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建设正是我国目前很多高职

院校正在探索的一个课题。本人在研究与实践过程中调研了

不少实施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总结出了现代学徒制课程

体系建设“三三三”模式。 

3.1 现代学徒制教学方案应该坚持“三主体、三原则”

——共同制定-交替培训-强化素养。根据行业职业资格标准,

校企行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让学生在学院、校企共建的培训

中心(或校内跨企业培训中心)和生产岗位分段交替接受专

业知识、职业能力和岗位技能培养。在教学方案中加强企业

文化的学习和中华优良传统为主体的职业素养教育。 

3.2 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开发应实现“三构建、三融入”

——构建知识、实践、素质课程体系。根据学历教育标准构

建知识课程体系；根据职业资格标准构建实践课程体系；根

据职业基础能力、岗位能力、拓展能力,构建职业素质课程

体系。在课程体系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传

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当中。 

3.3 教学过程安排采取“三场所,三轮换”模式。教学

过程在学校——培训基地——企业“三场所”进行。学院负

责专业理论课程,完成本专业理论和基础技能培养；校企共

建的培训中心(或校内跨企业培训中心)负责职业模块培训,

完成行业通用技能培养；企业负责专项岗位技能,完成各企

业岗位技能培养。学徒分三个阶段轮换学习,具体时间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可按照三周在学院,三周在培训中

心和三周在企业的比例来分配。 

这样构建的课程体系可以满足国家对高等教育思想政

治、创新创业、文化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又符合现代学徒制

培养的规律,并且在部分调研的高校当中已经有了稳定实施

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4 存在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高校快速的发展,

导致了行业企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爆炸式的增长,由

此催生了我国现代高职教育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在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当中,现代学徒制越来

越多的被我国高职院校所采纳。然而,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是要如何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不是一项简单的课题。目

前我国现代学徒制存在的 显著的问题不外乎以下两点： 

4.1 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政府部门很难从立法层面规定

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具体责任、义务和权利,行业协会也

很难从政、企、校各方施加真实有效的影响。在这样的现实

条件下,如何实现引进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本土化。 

4.2国内的小学初中教育和现代学徒制教育地区的同层

次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国内职业院校生源也和欧美等地区

有着明显不同,如何根据我国的教育现状和生源状况构建符

合教育教学规律的本土化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将是一个

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本文是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构建方面做出了一

些探索和研究,希望能为寻找正确的现代学徒制本土化之路

做出些许微薄的贡献。当然,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

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 终必然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现代学徒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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