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 

2015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

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适应性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本专业为积极探

索构建现代学徒制，有效地整合学校和企业的教育资源，拓展校企合作的内涵，

进一步提升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实践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并结合学院与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技能为本、能力为重，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

人才培养总体思路，以企业用人需求与岗位资格标准为服务目标，以校企合作为

基础，以学生(学徒)的技能培养为核心，以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为纽带，以学校、

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和教师、师傅的深入指导为支撑，深化教育模式改革。 

二、工作目标 

经过努力，积极完善“工程实践不断线”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建立学徒

制人才培养体系，在与企业合作中使学生完成“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的

角色转换。全面提高学生实习专业对口率，切实提高学生岗位技能。 

三、目标任务  

1．学校与企业对接：从现有的 14家合作企业中遴选出 3家企业，签订学徒

制协议。 

2. 校内实训基地与企业对接：按照工程测量生产项目的模式设计校内实训

基地，在企业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3．教师与师傅对接：至 2017年，专业课教师取得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比例达到 85%以上，“双师型”比例达到 90%以上，在企业聘请 10名“技师型”

兼职教师，建设一支企业师傅队伍指导学徒实践。  

4. 培训与岗位对接：毕业生“双证书”率达 100%，高级级工达到 90%以上，

就业率达 98%以上。每年为企业培训职工 100人次以上。  

四、主要措施  

1. 选择试点企业  

首先选择好企业，在紧密合作的企业中选择实力强、资源丰富并热衷于职业



教育的企业，在招生之前，由合作的企业直接参与，然后根据学业考试成绩择优

录取，这些学生(学徒生)就相当于该企业的“后备员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

学生，又是学徒。 

2. 成立专业学徒制工作小组 

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联合试点企业，由职教专家、企业人员、

专业教师组成相应专业的学徒制工作小组，主要是负责该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的确定、专业课程的建设、教学方式的创新、学生学业的评价等等；同时，该小

组还要负责选派优秀的技术工人担任学生的导师(师傅)，一般一个师傅不宜超过

三个学生。  

3. 签订协议，明确三方职责  

在实施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学校、企业、学生(家长)三方的权利

和义务，因此需通过协议来明确界定学校、企业、学生(家长)三方各自的职责。

学校与企业签订联合培养的合作协议，学生(或家长)与企业签订学徒协议。 

4．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和合作形式，

改革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和学生考核办法，将学生工作业绩和师傅评价纳入学生学

业评价标准。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由职教专家、企业与学校、教师与师傅

的共同参与下，按照“企业用人需求与岗位资格标准”来设置课程，教学项目完

全按照企业需求，在课程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和学校专业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开发

适合企业的项目课程，并由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共同来承担教学任务，尤其是专

业实训环节由企业师傅指导。  

5. 教学时间安排  

学徒的学习是在企业中的实训和课堂上的学习有机结合，实行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的形式。以三年学制计算，学生有半年的时间在企业实践，两年的时间在

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和掌握最基本的技能，其中，实训课程根据企业的生产项目在

企业进行 “项目实训”或“轮岗实训”，除第一学期外，每学期保证至少有四周

以上的时间在企业跟随师傅实践。专业技能的要求和实训的内容均由学校与企业

共同确定。学生毕业时同时取得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6. 教学过程管理  



企业全程参与学徒班级的教学，派遣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指派能工巧匠

担任学生的师傅。教师要经常性与企业 进行研讨，开设符合学生理论学习及企

业实践特点的校本课程；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接受学校和企业的双重管理。  

7. 学生管理  

学生在学徒期间，企业全程跟踪，和教师积极配合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同时设立各类奖学(育)金，激励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储备人才。  

8. 教学质量监控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对教师和师傅进行考核，对优秀的

教师和师傅在评优方面优先考虑。改革评价模式，围绕行业、企业用人标准，建

自我评价、学生评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多维度立体评价体系，建立

以能力为核心，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学生评价模式，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9. 资源共享  

学校与企业包括技术力量、实训设备、实训场地等共享。企业为实习提供技

术熟练的师傅，指导和监督学徒的技术训练，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岗位让学生实

践；同时学校也为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和职工培训的需求。  

10．学生就业  

企业要全程参与学生的学业及思想品德评价，可用企业员工的标准来要求学

生，作为三年后学生录用的条件之一。  

 11．保障措施 

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校企合作协议》、《学校、企业、家长三方协议》、《师

傅与学徒协议》等各项规章制度，保证现代学徒制的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