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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多元模式深度助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一、基本情况 

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技师学院）集大中专学历教育、高技能人

才培训于一体。开设机电数控类、汽车类、现代服务类、电子信息类

4大专业群 20 余个专业。属国家级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十三五”

我们以建设一所全国领先的名校为目标，以信息化建设为推手，以校

企合作为载体，以专业建设为纽带，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和现代学徒制，

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打造一所精美的、有品位的、高技能的智慧

校园。 

二、建设背景 

    （一）“中国制造”，提供良机 

中国制造 2025“五大工程”、“十大领域”的中国制造强国计划，

急需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衢州元立集团从业人员极大多数是民

工，高级工以上的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 26.1%。这组数据

表明，企业急需培养文化素养高、技术精湛的高技能型劳动者。因此，

开展现代学徒制必将成为校企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办学悠久，经验丰富 

机电专业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多年的办学有了很深厚的积淀。 

2016 年 6 月，我校被确立为浙江省现代学徒制首批试点学校，我校决

定先推行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并已扎实

推进，取得了良好成绩，积累了经验，下一步将在烹饪、酒店管理、

营销、汽车维修、汽车营销、幼儿教育等专业相继开展现代学徒制。 

三、主要措施 

（一）统一认识、营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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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现代学徒制领导小组，校长担任组长工作，副校长为副

组长，各处室和学部主任为组员。开展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同时深入

走访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衢州汽车修理行业协会、东方集团、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市内外知名企业，积极争取企业的理解

与支持，深刻领会一核心、两主体、六个共同的精神，为顺利推广现

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奠定基础。 

（二）精心选择，共同合作 

衢州元立集团，年利润达 20亿，是中国 500 强企业之一，是一

家集矿山、炼铁、炼钢、轧钢、发电及金属制品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

化大型集团企业。企业 12000 个岗位中有 30%岗位适合我校机电专业

的学生，该企业员工结构老化，素质差亟待改善，如何招收和培养员

工成为企业的心病。因此，在我校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开展现代

学徒制双方一拍即合，校企深度融合，签订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协

议。 

（三）联合招生，分工协作 

2016 学年，衢州元立集团、浙江红五环集团等多家企业到校招工

宣传，学校组织学生到相关企业参观，熟悉工作岗位。以学生自愿报

名+学校组织考试+企业面试完成招生（徒）工作，按照学生、学徒、

准员工、员工四个递进完成培养。通过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见习，

学生为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个理性的选择，2017年 5月第一个“元立班”

成立，由 40 名机电学部的学生组成并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和校企生

家长四方协议。 

（四）积极探索，培养模式 

学校与企业共同选拔专业人员成立学徒制工作小组。建立“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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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进企业学徒、进企业顶岗实习”的三段式和“学生、学徒、准

员工、员工”的四个递进及“学校与企业、教师与师傅、基地与车间、

专业与产业、学生与员工”的五个对接的“三四五”人才培养模式。         

三阶段的学习任务 

 识岗阶段 跟岗阶段 顶岗阶段 预期的成果 

课程 

安排 

文化基础课+专

业课程+企业文

化 

专业课程+项目

课程 
项目课程 

制定一套适合学校、企

业、学生的教学计划和课程

设置方案 

学生

（徒） 

校内理论学习+

校内实训+企业

识岗 

校内理论学习+

校内实训+企业

跟岗 

企业顶岗 

学生和企业无缝对接，

打造“专”+“精”的技术

型人才。 

学校 

教师 

设置课程+理论

教学 

研究项目

课程+理论教学 

研究项

目课程 

企业 

师傅 

设置课程+企业

文化讲座 

研究项目课程+

实践教学 

研究项目课

程+实践教学 

打造一支“理实一体、

专兼集合”的双导师队伍。 

 

（五）开发课程，联合培养 

根据企业岗位用人标准和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结合课程改革要

求，校企一起开发“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项目综合实践课程”

的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目前已形成《电缆施工知识》、《轧钢基础知

识》两本校本教材的初稿，还有其它几个项目的校本教材正在探讨中。 

创新教学机制和学习机制，校企共建课堂，形成工学交替、知行

合一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利用学校信息化教学手段组织无边界课

堂、“白+黑”等教育教学模式。 

（六）建“双导师”，育“工匠心” 

制定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遴选、聘任、激励制度、双导师考核标准，

明确职责和待遇，定期召开双导师工作例会，形成“互聘共用、专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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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管理机制。2016 年选派郑绍辉、周丽燕、郑金华老师到元立

公司挂职锻炼 2 个月，2017年选派胡晓帆、徐开怀等老师到企业锻炼，

2017年利用暑假选派王华、徐荣、华文珠等骨干教师外出培训，为现

代学徒制培养提供校内师资力量。企业选派叶土良、齐连胜等大师及

15 位企业骨干负责学徒的培训，并鼓励相关导师到校提升学历。 

 (七)共同管理，“多元”评价 

创新考核评价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项目考核评价标准，制

定了《现代学徒制学生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学生评价分为学校日

常教学评价、企业生产实践评价、第三方评价 3大块。校内日常教学

评价分为：核心素养 30%+学习成绩 50%+教师评价 20%；企业生产评价

为：职业素养 30%+生产效果 50%+师傅评价 20%；第三方评价 100%。

各项考核合格后颁发毕业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企业岗位证书。 

四、取得的成效 

（一）推动改革，创新模式 

根据行业、企业需求，制定了一套适合学校发展、企业需求、学

生成长的现代学徒制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方案，并带动了我校乃至衢

州市各职业院校的现代制造专业群积极参与开展现代学徒制教育的

建设，进一步深化了我校专业内涵建设。 

（二）激发活力，共建队伍 

通过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以培养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

的高素质人才为核心，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队伍。 

（三）提升质量,校企共赢 

通过校企共同探索，形成工学结合、产学研一体的现代学徒制“三

四五”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企业用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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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的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实际执行难度较大；二是经济

效益影响企业参与度，造成一头热一头冷。 

六、改进与提升措施 

一是积极争取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 

二是巩固原有成果，扩大试点工作。 

三是积累经验，加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