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元共建，三式并举；多维探索，几许花开 

——温州市职业中专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总结报告 

现代学徒制是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程度，提升校企合作效能，优化育人模

式的重要途径。从 2004 年开始，温州市职业中专就开始了由自发到自觉的现代

学徒制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三种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如下： 

一、“政府引领，部门委培”的“戏曲班”模式 

   在 2004 年和 2008 年，我校受温州市教育局和文化局委托，分别同温州市越

剧团和温州市瓯剧团（现名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开展了越剧、瓯剧表演专业

学生的培养，为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养积累了宝贵经验，该班级采用“先招工，

再招生”的模式。他们既是剧团的未来职工，又是我校在籍的学生。一般都是从

小学毕业生中筛选，由温州市越剧团（温州市瓯剧团）面向温州市进行选拔，在

成为戏曲班的一员后，再进入我校学籍，在毕业时经过剧团全面考核成为其正式

员工。    

    在培养之初，温州市文化局以及相应剧团就同我校一道制定了明确的培养方

案。由我校安排授课经验丰富、熟悉学生心理特征的老师担任班主任、文化课教

师。学生的专业课则由温州市越剧团（温州市瓯剧团）派遣团内的大师名家来校

进行师带徒、基本一对一的教学。在校内生活学习期间，由我校安排的班主任进

行常规管理，在随团进行演出学习时，则由剧团相关领导负责组织管理。 

而在评价上，戏曲班学生的不再使用考试这一方式。而是通过他们参加剧团

演出时的表现，由剧团老师进行相应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当学期的专业课成绩记

入学生档案。 

经过五年的培养，“越剧班”和“瓯剧班”的学员，全部考核合格进入相应

剧团工作。在这期间，越剧班温珊珊在 2009 年获全国“越女争锋”赛事铜奖和

新秀奖，周莉获第九届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奖”，温州市青年演（奏）员大

赛铜奖。胡中同学获得浙江省戏曲小梅花大奖赛特别奖；陈娟娟同学获得浙江省

戏曲小梅花大奖赛银奖。 

二、“双元制、中高职一体化”的“亚龙班”模式 

  2011 年，我校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开设“双元制、中高职一体实验班”。设置了一体化管理机构，由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牵头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和场地则由亚龙公司安排，我校主要负责

招生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图1“双元制中高职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 

“双元制、中高职一体化”的“亚龙班”，在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指导下，

将“双元制”和“中高职一体化”巧妙融合，以企业岗位要求的实际应用能力为

主线，根据职业能力与课程的对应关系，设计出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中高职

教育一体化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把中职教育相关专业与高职教育相关专业的各

类课程，按照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整合，形成

了一个“依托企业开展，校企双师共导，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特征及学习特

点，校企共建课程”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借由三方共建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突破了以往职业教育中高职课程重合，产教分离的瓶颈，打破了原有“中职重技

能、高职重技术、企业重应用”的局限，实现了“学生吃住在企业、半工半读，

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施教”的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了“学用零距离”。 

通过企业一年的学习，全班同学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学生的课堂

正向评价（课堂专注度）从 56%提升到了 87%；课堂负向评价（睡觉、玩手机、

闲聊等）从 24%降低到 8%。高中毕业后，50 名同学考核全部合格，顺利进入温

州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96%的同学对口就业并受到浙江亚龙教育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图2“双元制、中高职一体化”的“亚龙班”培养模式示意图 

三、“校企二合一”的“港华班”模式 

2012 年，港华汽修连锁企业同我校汽修专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毕节职

业技术学院中职段学生在后两年来我校工学交替学习，进行了“港华班”模式的

初期探索。2015 年，双方就如何更深入更系统的开展共同育人达成了共识，自

觉进行了“双主体，六合一”的现代学徒制实践。借由实施“身份，规划，资源，

管理，评价，培训”六个“二合一”的育人模式，切实提升了育人质量。这六个

“二合一”分别是： 

1.校企共建管理机构，校企三级共同管理 

在管理上，港华班实行三级双重管理——分管校长和企业老总组成的管理

层，专业负责人和企业项目负责人组成的执行层，学校班主任与企业师傅所组成

的导师层。通过三个层级的通力合作，实现学生管理的“二合一”。 

2.招工招生同步进行，校企共制育人规划 

在“招工招生一体化”原则指导下，企业同学校专业教师一起进行选拔录取

工作。同时企业也确保这批学生的特殊费用和最低收入，实现学生和职工身份的

“二合一” 

在双方共同制定《“双主体”港华班人才方案》中，将学校课程标准，教学

内容，教学环境，教学目标要求同企业岗位职责，工作内容等进行有机结合最终



 

 

实现培养目标和规划的“二合一”。 

3.人力物力互补不足，校企资源充分共享 

通过教学场地的串联共享，校企师资的互动沟通和课程资源的校企共建， 使

得校企双方在共同育人的过程中都实现了自我的提升和成长，实现了学校企业学

生三赢的局面。 

4.校企共同双元育人，工学交替螺旋提升 

依据校企共同制订的港华班课程计划，学生在四个学期内将开展三轮的工学

交替。企业实践学时占到了总学时的 52%。使在校专业学习和企业专业实践二者

螺旋上升，实现育人过程的“二合一”。 

表1 港华班工学交替安排表 

表2-港华汽修班工学交替课程内容（部分） 



 

 

 

5.校企共制考核方案，全面科学评价成效 

经由校企双方共同协商，校企双方从教学效果，教师技能、技术研发等方面

对教师开展共同评价，从文化素养、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三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

评价。企业对教师、学生的评价将分别纳入教师与学生考核体系，实现了教师学

生考核的“二合一”。 

6.校企共建提升平台，促进学生持续发展 

学生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之后，根据其意向和企业考核意见与企业进行双向选



 

 

择。校企在学生毕业后继续开展合作，依据学生需求，为毕业生进行岗位晋升培

训和专业学历深造机会，实现了学生终身发展的“二合一”。 

截至目前，“校企二合一”“港华班”共招生学生 4 届 152 名。这些学生（不

含毕节学生）在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中，共获得全国一等奖 1 个，省一等奖 2

个，温州市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8 个。14 级学生罗春君，张鹏两

位同学还在 2016年被授予“温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多年的探索证明，现代学徒制是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职校吸引

力的有效途径。未来，我们将通过开展混合所有制办学来吸引名企入校、构建校

企命运共同体，最大程度上提高现代学徒制的育人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