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六共五接四定三段”人才培养模式引领现代学徒制有效发展 

绍兴市职教中心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阶段总结 

作为浙江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绍兴市职教中心紧紧围绕当地经济产

业发展，以“六共五接四定三段”人才培养模式引领现代学徒制有效发展。    

学校电气技术应用和数字媒体艺术两大专业率先试点。2016 年 9 月数控专

业与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深化合作，围绕试点工作操作程序，通过产教高

度融合培养高技能人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身份、双课堂的融合。 

一、把握试点工作流程，“八个环节”明程序 

 

 

 

 

 

 

 

 

 

 

 

 

 

 

 

 

 

 

 

 

 

 

 

 

 

 

 

 

1.职校选择合作企业 
在社会调研后确定联盟对象 

2.校企签订合作协议 
兼顾校企双方的权利和职责 

3.联合成立工作小组 校企双方推荐工作小组成员 

4.校企共订培养方案 

5.校企做好人事安排 

6.校企确保课程实施 

7.对学生精细化管理 

8.校企共担质量管理 

充分实现校企双方资源共享 

定岗位师傅和下企教师名单 

实行“1+0.5+0.5+1”教学程式 

由教师与师傅负责全程实施 

含学业评价与双师考核评价 



 

 

为了让现代学徒制的工作更加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学校与企业共同商议，

结合试点专业的具体实际，制定了基本实施流程，即“现代学徒制的八个工作环

节”。 

学校成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小组，由学校钱金星校长和各合作企业负责人

担任组长，企业人事部门、学校相关部门及各系部专业负责人担任组员，以利于

工作职能全面发挥和有效落实。根据国家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等部门颁布的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意见》、《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明确试点工作的内容，制

定详实可行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试点工作方案和任务书。 

二、校企联合招生招工，“两份协议”定目标  

学校试点专业有机衔接教育链、产业链和市场需求，不断完善招生录取和企

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招工制度，分别采用先招生再招工、招工与招生同步、先招

工再招生等多种形式。 

在校内绍兴海德数码有限公司的教学车间有一批学生，既是学校的学生，也

是该企业的准员工，他们是通过招工与招生同步的方式进行的身份确定。而另一

批学生，在中职学校毕业后成为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员工，而后通过企校

合作协议成为学校“盾安禾田技师班”的特殊学生。 

通过两份协议，即“校企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与学生签署学徒协议”，

校企共同确定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掌握职业岗位必备的知识与技能，

能胜任专业（数控、机电、数媒等）职业岗位工作，具有一线生产、管理工作能

力，具有新时期工匠精神的现代职业人。 

三、确立“六共五接四定三段”培养模式，“两套方案”定分工 

通过对职业岗位具体分析，校企双方共同研究工作任务，提炼核心工作能力，

开发基于实际工作岗位的课程体系，编写课程标准，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积

极探索校企两主体双育人产教融合下的 “六共五接四定三段”的人才培养模式。

“六共”是指校企共同招生、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培养

师资、共同开展教学、共同考核与评价；“五接”即学校与企业对接、岗位内容

与课程内容对接、岗位标准与课程标准对接、企业师傅与学校教师对接、学校实

训环境与企业生产氛围对接；“四定”即定岗位（工学结合教学的跟岗岗位、企

业中的学徒顶岗岗位）、定内容(专业教学理论内容、专业实训内容以及企业实



 

 

践的知识与技能等)、定标准（课程标准、评价标准、课堂标准、企业岗位标准

等）和定目标（专业技能分阶段目标、企业实践分阶段目标）；“三段”是指人才

培养过程三个阶段的分层次教学，即基础应用阶段、拓展应用阶段和创新应用阶

段。 

充分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实行开放式培养模式。学校以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

为主，适当吸收企业人员参与；企业以生产性实践教学为主，适当吸收学校人员

参与。将原来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变为校企分别实施、相互协同的两个方案。 

如，数字媒体专业在调整专业培养目标后，校企重新构建课程体系和学习情

境设计。同学（学徒）上午一二节在班级教室学习文化基础、专业理论课程，第

三节课起全部进入实训场所开展技能训练和实践操作，以“做中学”的教学模式

认知理论，改变专业技能学习方式。在学校教师完成基础应用阶段的教学后，拓

展应用阶段的教学任务由企业中优秀工程师为主、协同学校双师型教师共同担

任。经过一个阶段新模式下的技能学习，部分优秀学生（学徒）已经能够独立参

与动画片《兔兔》第二季“神奇蘑菇”制作，进而达到创新应用的培养目标。 

四、建构校企耦合课程体系，“两组标准”保质量 

构建新的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以职业实践为主线的课程结构。即 “校企耦合

课程体系”。由双师联合共同对学生传授“工作过程知识”和“专业核心技能”，

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实现学校本位的教育与企业本位的实践紧密结

合，乃至无缝对接。 

学校提供校内课程标准、教学工作标准和考核标准。企业提供培训标准、

职业标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技能考核标准。  

考核过程中，结合企业岗位和职场要求，对学生的作业、作品、产品进行

基于企业和市场角度的评判，使学生职业岗位需要与终生职业发展相融合。  

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现代学徒制”课程设置中， 

 

 

 

 

 



 

 

 

 

 

 

 

 

 

 

通过岗位核心素质课程、岗位核心技能课程和创新发展课程的设置，落实“六

共五接四定三段”人才培养模式中 “三段”教学，即基础应用阶段、拓展应用

阶段和创新应用阶段。 

五、 推进全程精细管理，“两支队伍”齐落实  

校企共建课堂，或引“企业入校”，或建“企业课堂”，工学交替、知行合

一，落实校企合作“五个”对接。在教学活动中，校企共同承担对学生（学徒）

的学习（含学业评价）及生活（含待遇）等全程精细管理的任务。 

如，学校探索长短学期教学组织形式，电气技术应用专业按教学工厂实际岗

位数安排学生分批轮岗生产实习，每个学生在进货、验货、编程、上锡、产品检

测、生产安排等六至八个岗位上根据岗位特点分别实习三天至一周，对学生进行

全方位能力的培训，使其毕业后能适应多个工种的要求。 

积极发挥“双导师”合力作用，校企共同实施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有效促进

课岗融合。学生在企业轮岗实训和顶岗实习期间，由学校专业教师下企业协助岗

位管理，既利用企业设备设施为学生上课指导，又实现工作环境和职业要求的有

机渗透，亦可传授与工作过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当学生在校内教学实训场地以工

作任务为导向上技能实训课时，企业师傅也会到场协助开展工作情境教学，并对

学生进行技能操作纠错示范，从而使学校的课堂成为企业岗位的再现。 

如，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技师班学生（学徒）白天在企业师傅指导下

进行跟岗、顶岗实习，晚上在带队教师的指导下撰写学徒培养工作页，对当天的

岗位实践进行反馈总结和自我评价。带队教师及时批阅，并与企业师傅一起就发



 

 

现技术难题予以及时处理。有效地实践了现代学徒制的双导师全过程精细化培

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