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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新型学徒制的观察与思考
※ 林喜乐 生伟 费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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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型学徒制是培养技能人才

的必然要求

新型 （ 现代 ） 学徒制是将传统学

徒制和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
一

种职

业教育模式 ， 是保证教育质量 、 培养

满足企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手

段
，
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很长时间以来 ， 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完

整的新型 （ 现代 ） 学徒制 ， 校企合作

多为顶岗实习 ， 企业只是配合学校的

教学工作 ， 并不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 。

世界发达国家中
， 多个国家建立

并实施了新型 （ 现代 ） 学徒制 。 我国

在上世纪曾经引进过这种教育模式
，

１９８５ 年湖北东风汽车技工学校和德

国汉斯 ？ 赛德尔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办

学协议 ， 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培训模

式 ； 在同年 ， 我国政府与德国政府签

订了职教战略合作协议 ， 合作建立了

中德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 部分移植了

德国
“

双元制
”

职教模式 。 但是这种

职业教育模式并没有受到重视 ， 也没

有形成广泛影响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 教育部和人社部

分别出台 了试点现代学徒制和新型学

徒制的实施方案 ， 开始在职业院校试

行新型 （ 现代 ） 学徒制 ， 第
一

次以制

度的形式明确了企业作为培养人才的

一个主体 。 本文结合广州和东莞等地

的实践经验
，
做一初步的观察与分析 。

二 、 新型学徒制的实施现状分析

（

一

） 校企合 作呈现多 种形式

在新型学徒制试点形式上
，
东莞

技师学院与两家企业合作 ， 共同商定

教学计划
，
理论课程 由学校派教师在

周末进厂讲授
，
涉及到考证的实操内

容则到学校训练 。 除省试点班外 ， 学

校还分别 与 ２８ 家企业幵展了多种形

式的合作 ， 并按照
“

八个共同
”

实施

教学 。 广东交通运输技师学院和企业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 形成校企合

作课程标准 ， 校企共建课程考核标准。

广州机电技师学院通过学徒工厂 、 产

教中心的建设 ， 为企校共同育人搭建

平台 。

在学徒的选拔方式上
，

企业
（
广

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 按照

人社部的实施方案 ， 实现了
“

招工即

招生
”

，
有两所学校 （ 广州市机电技

师学院 、 东莞技师学院 ） 同时实现了
“

招生即招工
”

和
“

招工即招生
”

，

另一所学校 （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

院 ） 实现了
“

招生即招工
”

。

校企在实践中的创新为新型学徒

制的试点提供了新的思路 。 如广州市

机电技师学院 ， 按照
“

边实践 ， 边研

究
，
边推进 ， 边总结 ， 边提升

”

的工

作思路 ， 以广东省技工教育和职业培

训省级教学研究课题的形式推进新型

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 并运用企业的绩

效考核方式和第三方职业能力测评对

学徒进行考核 。

新型学徒制的核心是校企双方共

同承担起培养人才的责任 。 在实践中
，

学校 、 企业的特点多样
，

可以根据参

与双方的现实情况
，
对校企双方的权

责进行协商 ， 采用适当的校企合作形

式 。 尤其在中国这样
一

个发展不均衡 ，

工业 １ ．０ 、 ２．０ 、 ３ ．０ 、 ４ ．０并存的社会

里
，
坚持校企双方共同承担人才培养

责任 ， 应该允许各种不同合作形式的

存在 。

（二 ） 并非 都是
“

校 热企冷
”

在校企合作中经常存在
“

校热企

冷
”

的现象 。 而从这次交流会上四个

单位的案例中看到 ， 事实并非完全如

此
。 大中型企业都有 自己的人才储备

计划
，
他们愿意投入资金培养学徒 。

有学者研究发现
，
企业与学校合作培

养学徒
，
初期会付出一定的成本

， 但

从长远来说
，

企业并没有损失
，
反而

带来收益 。 然而
，
今天社会缺乏重视

职业教育的文化氛围
，

让企业对于投

资职业教育产生疑虑
，

另外
，

企业最

大的顾虑是培养后短期内人才流失
，

造成成本上的损失 。

人社部 《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

作方案 》 的发布 ，
一

定程度上调动了

企业的积极性 ，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

备有限公司强调 ：
“

实施企业新型学

徒制降低了用工成本 ， 提高了企业用

人的契合度和满意度 ， 获得
一

举多赢

的实效
”

。 同时 ， 《 企业新型学徒制

试点工作方案 》 中有些条件在
一

定程

度上存在限制
，
比如要求试点企业参

与培养的员工达到 １００ 人 ， 并且
“

培

训补贴实行先支后补 、 按年度事后结

算的办法
”

，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

业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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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观察

分析企业在新型学徒制试点中

的复杂心态
，
发现其利益立足点和

关注点
，
建立激励 、 保障措施 ， 对

于 新型 学徒制的推广和开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

（ 三 ） 新型 学徒制在试 点时期仍

需要技工院校的积极参与

人社部 《 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

作方案 》 提出
“

政府引导 、 企业为主 、

院校参与
”

、

“

学徒培养的主要职责

由企业承担
”

。 然而在四则案例中 ，

企业代表 （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

限公司 ） 积极响应人社部的新型学徒

制的实施方案参与试点 ， 而三所学校

介绍的案例 ， 则是学校有不同程度的

积极参与 ， 因为企业尚未有充分的准

备主动参与试点 。 东莞技师学院作为

实施新型学徒制的试点单位 ， 也是学

校成立 申报工作领导小组 ， 深入企业

寻求合作遴选目标企业。 因此试点工

作方案里提出的
“

企业为主
”

的政策

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

我们认为 ， 这是实行企业新型学

徒制初期的正常现象 。 当前 ， 企业缺

乏相应的意识
，
也有很多的顾虑

，
因

此新型学徒制的实施需要技工院校主

动推进。 学校要促成和企业合作共同

培养人才 ， 首先要关注企业的需求 。

企业以生产为 目 的 ， 追求的是效益最

大化 ， 要想让企业和学校合作共同培

养人才 ，
一

方面要通过政策解读消除

他们的顾虑 ， 同时还要找准企业与学

校的利益平衡点 。 因此 ， 学校必须以

企业为关注焦点 ， 关注企业所追求的

利益 ， 再结合学校的专业优势和特点 ，

通过新型学徒制的实施与改进 、 持续

满足企业的要求 ， 达到企业 、 学校 、

学员共赢目的 。 特别是那些未被列入

省新型学徒制试点的单位 ， 在没有补

贴政策的支持
， 就更要最大限度的满

足企业的要求 。

（
四
） 尚未见到对学生需求的关注

几家单位分享了他们的实践经

验 ， 也提出在实施过程中的困惑与问

题 。 有站在学校角度提出的问题
，
也

有站在企业利益角度进行的思考 。 但

是从交流中较少见到对学生这
一主体

的关注
，
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

感受 ， 有什么期望 ， 遇到什么困难
，

我们该怎样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

使他们更好的成长……这是今后需要

重点关注的问题 。

三 、 成功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的

关键

成功实施新型学徒制 ， 需要关注

下列问题 ：

（

一

） 学校 内 部条件

１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 在人才培

养模式设计中 ， 我们应综合职业岗位

需求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要 ， 与企

业共同硏制人才培养方案 。 让企业充

分参与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和人才

培养过程中 。

２ ． 建设适合的课程体系 。 通过典

型工作任务分析 ， 构建课程体系 ， 幵

发一体化课程
，
并以具体工作任务为

学习载体
，
按照工作过程和 自主学习

要求设计和安排教学活动 ， 让学员在

学习过程中学习专业技能和体验工作

过程 ， 积累学习和工作经验 。 只有这

样培养出来的学徒才能满足企业的要

求 。 也就是说一体化课程模式更加有

利于实现工作任务与学习任务结合 、

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的融合 。

３ ． 教师队伍建设 。 新型学徒制对

教师队伍的能力和素质提出 了更高的

要求 。 只有老师明确了企业的需求 ，

熟悉企业的工作任务 、 工作规范 、 工

作流程 、 工作标准 ， 才能培养企业需

要的人才 。 如何建立
一

支既有扎实理

论基础又具备丰富实操经验的教师队

伍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 在新型学徒制

实施中 ， 学生 （ 学徒 ） 在企业和学校

中接受不同体系教师的引导 ， 企业教

师的实践能力和学校教师的理论素养

需要相互配合 ， 共同作用 ， 才能保障

教学进程的顺利开展 。

４ ． 设计对学徒的考核评价方式 ，

即什么时候考核 、 谁来考核 、 考核的

内容和标准是什么等 。 这方面广州机

电做了很好的研究和尝试 ， 值得借鉴 。

总之
，
要推广新型学徒制

，
需要学校

加强内涵建设 ， 我们的路还很长 。

（
二 ） 制度上 的问 题

从发言单位来看 ， 校企双方都在

实施过程中发现了制度上的束缚和缺

失 ， 并提出了
一

些要求和建议。 然而

从更广的范围 、 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

在我国要推进新型 （ 现代 ） 学徒制 ，

还要有更多的顶层设计 。 赵志群教授

认为 ， 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

１ ．制定国家 、 地方和行业协调统

一

的法律法规体系 ， 建立对学校和企

业合作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 ；

２ ． 建立跨越传统教育管理和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的专门机构 （ 如学徒中

心 ） 承担协调工作 ， 建立各方认可和

参与的协调和实施机制 ；

３． 在国家层面组织开发全国统
一

的人才培养 （ 课程 ） 标准
，
以保证学

徒学习成果在不同地区均得到认可 ，

但企业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有相对的 自

主权 ， 以实现培训企业的利益 ；

４ ． 建立专门的学徒制指导教师培

养培训和管理制度 ， 从而保证企业实

习的质量 ；

５ ． 赋予 学徒独特的 、 具 有
“

准

员工
”

和
“

学生
”

双重地位的 法律

身份
ｍ
。 Ｃ ｔ

（ 作者单位 ： 北京干秋业教育顾问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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