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主体利益深化现代学徒制试点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阶段小结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根植温州文化，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培养具有商

科背景和创业精神的生产性服务业类技术技能人才。“十二五”期间，学校抓住

地方产业转型发展时机，成功打造了一批与产业相匹配的省骨干专业、特色专业

和实训基地，汽修、电商、物流、服装、烹饪等专业也取得长足发展。学校立足

温州，服务产业发展；通过创建国家中职示范校和省一级重点中职学校复评，适

应、服务、引领区域经济和行业企业发展，探索职校内涵发展的瓯海模式，在中

职教育改革发展中起到骨干、示范、辐射作用，成为“温州窗口、浙江一流、全

国示范”的中职学校。 

随着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推进，我校的中餐烹饪•瓯菜专业和电梯维修保

养专业在入学招生、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实习就业等各个领域，工作扎实，完

全具备开展现代学徒制条件，2016 年这两个专业成为省现代学徒制试点。 

一、中餐烹饪•瓯菜专业：混合所有制下的“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 

在试点工作中，我校中餐烹饪•瓯菜专业与瓯菜研究所混合办学合作成立了

“校中院”--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瓯菜学院（以下简称“瓯职·瓯菜

学院”）。瓯菜研究所，有 60 多家单位会员和若干个人会员。会长周雄是瓯菜浙

江省非遗传承人、温州市金鼎美食培训学校校长、中国烹饪协会瓯菜培训基地主

任、温州多家酒店老板；单位会员有金鼎美食培训学校、周师傅瓯菜馆、雪山饭

店、金田一村、将军大酒店等温州知名企业，个人会员有酒店厨师长与行政总厨，

他们同时都是学校兼职的教师与实习指导师。 

“瓯职·瓯菜学院”采用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学校和瓯菜研究所双方均为

主体，按照“公私合营、共同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原则，以股份制参

股办学。“瓯职·瓯菜学院”成为中餐烹饪•瓯菜专业实行现代学徒制的基础。 

1.专业共建。学校定期邀请行业协会和酒店人员来校进行相关讲座，开展话

题座谈；不定期到酒店与行政总厨、执行总厨进行交流，参与行业协会的大型会

议。 

2.课程共担。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开发与瓯菜烹饪岗

位对接的教学课程。 



 

 

 3.教材共编。共同开发与瓯菜烹饪岗位对接的教学课程及校本教材。如与

周雄、朱德记合作，开发头陀寺素菜谱；与张云甫合作，开办市民瓯菜素菜培训，

出版素菜教材；与叶国光合作，编写温州 24 节气时令菜谱等。 

4.师资共训。学校负责公共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与基础技能课教师聘任；研

究所负责专业提高技能课教师聘任，并为学校免费培训教师的基本专业技能。 

5.基地共创。经过一年的努力，学校和协会共同建成 1 个瓯菜博物馆，扩建

校外实训室数达到 25家。 

 6.人才共育。共同参与学校招生活动，实行酒店实训和课堂学习有机结合

的“1.5+0.5+1”培养模式。 

“瓯职·瓯菜学院”融合两个培养主体、在线两支培养队伍、两个培养阵地

的优势资源协同培养人才，重视师徒关系的培养，如定期开展厨德厨艺大赛；以

《弟子规》为载体开展感恩教育；通过高一的“授帽仪式”、高二的“授刀仪式”

等活动，不断增强师徒感情，弘扬学徒制的民族传统。 

“瓯职·瓯菜学院”混合所有制的办学模式，一是开创了全国公办职业学校

混合所有制办专业的先河，探索了校企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二是形成了工学交

替梯度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基于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三是推动了职业教

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保护和传承了“非遗”文化。相关课题《 “校中院”：

中等职业学校混合所有制体制改革的成功尝试》课题获得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

奖。 

探索实践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还有很多环节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混合

所有制办学的质量评价机制、教学的有效性、引导企业承担更多教育责任、争取

地方政府的政策红利等。 

二、电梯安装与维护专业：学校主导的“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大背景下，开展“协会、企业、学校”三方合作。 

1.精心选择优质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试点。经过双向选择，从先前 70 多家企

业中确定了 7 家企业为“现代学徒制“紧密合作单位，实行一专多企合作模式。

这其中有温州中安梯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协会会长单位）、蒂森克虏伯电梯杭州分公司（世

界 500 强企业）、巨人通力温州分公司 （浙江第一家电梯生产企业）、南通四建温州分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上芝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东芝电梯）、温州天菱电梯有限公

司（上海三菱电梯）、温州法奥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机电授权代理商）。 



 

 

2.共同构建，顶层设计 

 

 

 

 

 

 

 我们组织职教专家、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多次论证协商，在立足行业的

基础上，成立了现代学徒制工作小组，有效开展校企双方全过程、深层次、实时

互动式参与人才培养各环节，在全面实施“六个共同”。 

（1）共同进行学徒制招生招工（徒），共同制定招生计划，共同进行学徒制

招生招工（徒）参与招生面试，组建现代学徒制班（16 电梯 2班），与 7家公司

经过双向选择确定师徒名单，并开展“四方共签”，落实职责共担。 

（2）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师资的建设、人

才培养的岗位目标进一步确定、校内（外）实训场地建设及实训要求、公共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选修课程+企业课堂的比例分配。 

（3）共同开发课程，构建课程体系。构建“3+2”、“1+3”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 

 

 

 

 

 

 

 

 

（4）共同组织教育教学。即时开发企业课堂。 

 专业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主要成员 



 

 

     

（5）校企师资互派，共同组队研讨。学校派出专业教师和实习实训指导教师，

企业派出管理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共同研讨。 

   

（6）共同管理与考核评价。建立校企共同管理、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

运行与质量监控机制及交流机制，及时诊断并改进教育教学；建立多方参与的考

核评价机制，共同组织考核评价。 

3. 总结成效和不足，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一年来，为学生将来的宽门径

就业创业埋下理想的种子；促进教师成长、激励企业参与、带动学生就业；建立

了校外实训基地，解决了学校当下电梯实训条件的困境…….. 

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1）应建立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确保强有力的制度

约束和支撑。（2）师徒关系的建立有待改进。（3）要探索建立实施针对性和发展

性评价相协调的学习评价机制。 

我们将继续探索“现代学徒制”新形式，拓宽校企合作渠道，发展成为省内

电梯技术人才培养的知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