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创新模式 ，服务发展，系统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 

两年来，学校根据试点项目任务书，明确工作思路和目标，紧紧围绕建设内

容，不断突破瓶颈，创新形式，增量、扩面加大力度推进学徒制试点工作。 

一、试点工作开展早，基础扎实 

学校于 2005 年尝试了烹饪专业的工学结合活动，在烹饪 2010 级组织了与浙

北大酒店的学徒制试点工作，2013 年进行了机电专业的试点工作，同年，湖州

被确定为全国学徒制试点城市，我校的机电专业、烹饪专业作为试点专业，教育

部职成教司以专项形式对“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立项，分

为十个研究和探索项目，我校参与了两项。学校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标准化运作流

程 。 

                                                                                                                                                                                                                                

 

 

 

 

 

 

 

 

 

 

 

二、试点工作特色多，成效显著 

学校在全省现代学徒制培训会上作典型发言，得到省教育厅领导的高度赞

赏，受辽宁省教育厅、北师大、宁波市教育局等多地邀请多次作经验交流和讲座，

并接待陕西、江苏、青岛等多地来校参观学习、交流。几年来，在市教育局表彰

 遴选合

作企业 

成立校企合作

领导小组 

制订培养方案

和计划 

联合招生组建

班级 

第三方实施技

能与素养考核 

工学结合教学

岗位学训考核 

举办开班仪式

签订协议 

确定教学内容

方案编写教材 

顶岗实习 

学徒毕业签订

就业协议 

校企双方共同

总结表彰 

毕业生跟踪 



 

 

的两次市级优秀试点学校中，我校两次都获评。合作的企业浙北大酒店和浙江大

东吴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获得市级优秀试点企业。 

（一）顶层设计，彰显现代内涵 

学校专门成立了现代学徒制工作领导小组，在学徒制组织运行管理、制度机

制建设、育人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建设、第三方评价、学徒制德育、教学团队建

设、教学条件改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基本形成六个共同的运行机制。学

校在试点工作中，围绕现代二字做文章，凸现现代学徒制的系统性、标准性、人

本性、选择性、普惠性、国际性、智慧性、时代性、引领性、供给性、持续性和

示范性。 

（二）创新模式，培育技能人才 

学校在与行业、企业合作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校企文化的对接、工匠精

神的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初步形成了烹饪、机电、建筑等专业的学徒

制人才培养的八种模式。如烹饪专业的“长短学期、工学交替、八岗轮训、特长

培养”的全程整体式，烹饪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行业大师领衔指导式，机电专

业的“校企文化联姻、生徒德育引领、企业主体凸显、三方共同育人”的大东吴

模式，机电专业“招生招工一体、教师师傅双育、培训生产同长、素养技能共进”

的星光订单式，机电（数控、电气）专业技师培养的工作坊式，电梯、酒店专业

的“职前职后衔接、招生招工同步、技能学历双高、行业学校共育”的行业培训

式，建筑装饰专业的行业协会主导的人才培养联盟组团式，专业群合作的高端装

备产业学院式。2015 年以来，参与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徒的 35家企业，推出高

素质带教师傅 105位，参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研讨等 42 次，

共同编写各类实训教材 12 本，获评市级优秀带教师傅 8人，16人是学校兼职教

师，校内授课 60节。 

（三）增量扩面，惠及校企生 

学校在烹饪、机电专业学徒制成功的基础上，开始试点酒店服务、营销会计、



 

 

建筑装饰专业的学徒制实践。2017 年注册学徒达到 1096 人，合作企业达到 29

家，合作专业 8个。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全部专业全体学生的学徒制实践。2017

年资金投入 31万多，其中学生技能培养投入 8.7 万，双导师培训、表彰、带教

等支出 18.3万，开发教材 1.3万，考核评价 2.1万，生徒德育课题研究 1万。 

1.教师能发展 

通过现代学徒制，教师的专业素养得到提升，理实一体化水平得到提高，编

写了《烹饪专业学徒制岗位综合技能教程》等六套实训教材。 

2.学生获技能 

通过现代学徒制，学生提升了职业素养，强化了职业技能，提高了职业竞争

力。许多学生毕业后马上成为企业的生产骨干，参加各项比赛能获得不俗的表现，

毕业学生供不应求。浙北大酒店留用的学徒 40%是班组长以上基层管理人员。有

的学徒已经开始担任带教师傅。大东吴公司有 5名留用学徒在重要技术岗位。各

合作企业共有 21名留用学徒代表公司参加各类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奖。钱振华、

施卫玉等学徒的“自动扶梯链板渐进型热处理方法”等获 12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 

3.专业促提升 

学校的学徒制项目组团队的和谐力、执行力、专业实践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通过与企业对接，制定了适应湖州地方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指导

方案和课程标准，拍摄标准化规范化的培训微课视频，让学校的专业课程更加贴

近企业岗位的真实需求，促进了专业的发展。 

4.企业得人才 

通过现代学徒制，企业收获了一批技能扎实，忠诚度高的员工。通过校企双

方共同育人，校企文化的深入，学生感恩意识和归属感都得到加增强。 

5.社会有好评 

通过实现机电专业现代学徒培养信息化、项目化、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为湖

州发展区域经济培养所需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为湖州科学发展、创意赶超、

绿色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四）机制完善，组建专业团队 

学校在扩大学徒制试点专业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深化学徒制校企合作的内涵

建设。不断完善双导师制度，激发导师积极性。专门成立了机电星光农机等 5

个学徒制工作团队，修订完成了现代学徒制《参与学徒制合作企业遴选标准》等

十项制度。 

（五）生徒德育，培育工匠精神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与企业成为学生德育教育的双阵地。校

企共同开设德育专题讲座、开展德育专题活动、创新德育教育载体等。学校组织

了《我爱我的师傅》征文活动，大东吴公司推出“党员结对学徒”活动，久立公

司开展“感恩”活动，日创公司充分发挥青年团员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浙北大酒店开展“大师结对”活动等等。校企通过让学徒参与技能比武、观

摩大师技能操作、技能技术改进措施建议有奖等形式，培育学徒的工匠精神。 

 三、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 

1.由于政府统筹尚缺乏强劲政策支撑，尽管企业参与面不断扩大，参与积极

性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参与合作双元育人的深度依然不足，难以满足人才培养的

要求。 

2.由于校企人力编制紧张，尽管短期可进行师技互派，但没有形成人才引进，

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难以实现长期校企师技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的愿景。 

3.由于学校同一专业面对的是多家合作企业，在行业协会和联盟组团作用发

挥不充分的前提下，课程和教学标准不统一，难以全面实施工学结合。 

（二）今后发展 

1.突出两个作用  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过程中，进一步突出企业主体作用，

突出项目引领作用。 

2 结合两个教育  在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中，结合教育教学改革，结合创新

创业教育。 

3.强化两个建设  进一步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智慧学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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