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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表

课题名称 县域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研究 （以电子技术应用专业为例）

主持人姓名 朱旦生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日期
1968 年 4 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专业

职务
高级教师

研究

专长
教学管理

工作单位
湖南省桂阳县职业技术教

育学校

电子

信箱
123dawner@163.com

通讯地址 湖南省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邮政

编码
424400

联系电话 13787774219

课

题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及部门

吴平文 男 49 中学高级 校长 教育教学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雷石才 男 50 中学高级 书记 党务工作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彭招建 男 50 中学高级

工会主席

学校工会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雷小兰 女 44 中学高级

副校长

学校财务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李珍文 男 49 中学高级

副校长

学校后勤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刘德才 男 44 中学一级

副校长

学生工作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朱旦生 男 50 中学高级 教学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罗文亮 男 44 中学一级 招生主管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黄佳怡 女 28 中学一级 电子技术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朱龙才 男 43 中学一级 数学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彭艳丽 女 35 中级一级 信息技术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朱文杰 男 28 中学二级 电子技术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朱文方 男 26 中学二级 电子技术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李朝晖 男 42 中学一级 实训管理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魏 伟 男 51 高级工程师 电子技术 青蓝电子厂

设计最终

成果
研究报告、论文集、课例集

设计完成

时间
2019 年 12 月

mailto:123dawn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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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期研究成果

主要阶段性成果

序

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段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承担人

1 201606－201912 县域中职“现代学徒制”校本教材 教材 朱文方、朱文杰

2 201606－201712 开题报告 文字材料 黄佳怡

3 201606－201709 教学案例 文字材料 朱龙才

4 201705－201809 课题研究中期评估材料 研究报告 朱文杰

5 201803－201909 优秀课例、课件 光盘 彭艳丽

6 201606－201912 教学论文、反思 论文集 朱旦生

7 201606－201912 中职学校招生招工一体化长效机制 文字材料 罗文亮

8 201703－201912 实习实训指导、校企合作等 视频材料 李朝晖

9 201803－201912
《县域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

式的研究》结题报告
研究报告 黄佳怡

最终研究成果

序

号
完成时间 最终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1803－201912
《县域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

式的研究》结题报告
研究报告 黄佳怡

2 201803－201909 优秀课例、课件 光盘 彭艳丽

3 201606－201912 县域中职“现代学徒制”研究初探 教材 朱旦生

4 201606－201912 中职学校招生招工一体化长效机制 文字材料 罗文亮

5 201703－201912 实习实训指导 光盘 李朝晖

6 201606－201912 教学论文、反思 论文集 朱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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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研究实施方案

1、具体研发思路、目标、原则、方法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研究目标

坚持校企合作的“对接三原则”即：与学校核心专业对接的原则、与当当地园区企业对接的

原则，与规模企业对接的原则。经过三年的努力，基本形成“政府、企业、学校”三元合一的学

生学习管理体系，探索出 232 教学模式（每一星期 2 天在企业实际工作岗位上岗学习、3天在企

业专门设立的培训室进行理论教学、2 天休息），形成“学生→学徙→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完善学徒培养的教学文

件、管理制度及相关标准，推进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逐步建立

中职学生质量标准化体系和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政策，形成政府引导、

企业参与、社会支持，企业和学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2）研究内容

○1 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学徒培养管理机制，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推进校企紧

密合作、协同育人。完善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探索人才

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场所、公共实训中心和企业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形成

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制。

○2 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完善职业院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招工制度，推进校

企共同研制、实施招生招工方案。根据不同生源特点，实行多种招生考试办法，为接受不同层次

职业教育的学徒提供机会。规范职业院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程序，明确学徒的企业员工和职业

院校学生双重身份，按照双向选择原则，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对于年满 16 周岁未

达到 18 周岁的学徒，须由学徒、监护人、学校和企业四方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益及学徒在岗

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

○3 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按照“合作共赢、职责共担”原则，校企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制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

案。校企共同建设基于工作内容的专业课程和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基于岗位

工作内容、融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专业教学内容和教材。

○4 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完善双导师制，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

励制度，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合作企业要选拔优秀高技能人

才担任师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应纳入考核，并可享受相应的带徒津

贴。试点院校要将指导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技术服务纳入教师考核并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

依据。建立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专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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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5 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制

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创新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

训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

制。制订学徒管理办法，保障学徒权益，根据教学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保

证学徒合理报酬。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有：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践法，力求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

究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与检验“现代学徒制”的科学性。

○1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现代学徒制”相关研究成果，归纳现有研究数据，为县域中职“现

代学徒制”试点提供可参考依据。

○2 调查研究法。通过对周边县域中职学校和部分传统合作企业进行问卷及访谈调查，得到可

信数据，确定县域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试行的可行性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

○3 实践研究法。通过电子技术应用专业首先试行“现代师徒制”三年，通过试点，由省市专

家组检验确认成功后，再在其他专业甚至其他兄弟学校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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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框架、具体实施方案、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1）具体实施方案

1）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现代学徒制”学制为 3 年，人才培养方案要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

实现“招工即招生”、“上课即上岗”、“毕业即就业”，着重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合

作企业第一线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有特色、有专长的技能型人才。毕业后能运用

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能从事合作企业的电子产品辅助设计与开发、电子产品工艺与管理、产品

检测、电子行业第一线的生产、设备维护、产品维修、工程施工以及产品销售与服务等方面的工

作。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现代学徒制”从 2015 年开始招生试点，坚持以合作企业需求为导向。

2）为了突出技能培养和强调综合素质的培养，制订教学计划时专业理论教学和专业实践教

学之间的比重为 60：40。 一方面合理安排课程体系，主要专业（基础）课围绕培养目标的实现、

对应合作企业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加强实践教学力度，开展生产性实训。开设现场教

学、实验、基本技能实训、专业技能实训、专业综合实训、毕业综合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

内容。三是必须重视产学研结合，大力开展与合作企业的合作、积极开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实

行学生到合作企业顶岗实习。每年学生在合作企业住厂时间不得低于 60 天。

3）合理构建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由 4 部分购建：文化基

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和专业拓展知识。从政治素质、身心素质、职业素质和人

文素质等方面培养人才。开设专业核心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可编程控制

器》、《单片机原理应用》、《电工基础》、《PCB 制作技术》、《电子产品工艺》等，增设选修课程：

《电视机原理与维修》、《制冷空调设备技术》、、《智能仪表》等。

4）招生措施。从 2016 年起，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现代学徒制”与

“青蓝电子”、“瑞新电子”联合招生。

学校招生办将与合作企业联合制定未来三年定向招生计划。

时间 青蓝电子 瑞新电子 联达电子 瑞丰电子 合计

2017 年 300 人 200 人 500 人

2018 年 200 人 200 人 200 人 600 人

2019 年 200 人 200 人 200 人 200 人 800 人

5）培养措施

1 学校、企业与学生及家长签定定向培养合同。

2 学校按人才培养方案负责完成课程计划相关课程。

3 学校与合作企业联合设置实习、实训内容。学校按合作企业需要调整专业实习、实训内

容，除基础专业实训在校内完成外，绝大多数实践性内容要与合作企业联合开发实训项目，由企

业派专人来校指导或学生进厂房完成合作企业所设定培训项目。

6）考核措施。文化课、德育课严格按国家计划和标准由学校组织期中、期末或按学习模块

进行理论测试，学业成绩记入学生档案。实习、实训课由实训课教师和合作企业技术人员考核学

生，主要以学生是否能达到合作企业需求的应用型技能标准为考核标准，成绩为不合格、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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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三等。不合格者不得毕业，企业有权不与其签定进厂合同。

7）管理措施。

1 校企联合制定招生计划、招生宣传，学校负责宣传与招生，企业负责招生费用。

2 学生在校期间，学校负责管理和培养学生。学费、在校实习实训费、资料费、杂费等由

学校负责。

3 学生在厂期间，管理和培训由学校专业老师和合作企业技术员和管理工作人员负责，企

业负责学生在厂实训一切费用（含学生住宿、伙食等）。

8、证书颁发。学生完成文化课、德育课及相关专业理论课和合作企业要求的实训内容后，

按国家教育部标准，由省教育局颁发中职毕业证。

（2）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阶段（2017 年 1 月——2017 年 4 月），与“青蓝电子”、“瑞新电子”共

同制定招生、人才培养方案。预计开设“现代学徒制”班 5 个。

第二阶段：课题准备阶段（2017 年 5 月——2017 年 12 月），对本课题进行开题，调研论证

课题方案。

第三阶段：实践探索阶段（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与合作企业共同研发“现代学

徒制”课程，在 16 级 5 个班进行试点。进一步做好 2017 年、2018 年招生宣传发动工作，力争招

生有新的突破。

第四阶段：验收评估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8 月），做好学生定岗实习工作。学校、

企业、社会评价学生。请专家组来校鉴定试点成果。让部分学生回校或下乡作招生宣传工作（企

业代表）。力争在学校搬迁后，招生人数有新的突破。

第五阶段：总结与推广阶段（2019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在新校区，将“现代学徒制”

办学模式经验与总结形成长效机制，应用与推广到本校和其他兄弟学校的其他专业群。

（3）可行性分析

桂阳县是郴州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生源相当充足。每年初中毕业生近 7000 人，普

通高中每年只能容纳 3000 学生左右，近 4000 未成年学生面临失学流入社会。这些无一技之长的

“半文盲”对工业化高速发展中的农村大县来说就是一种严重人力资源浪费。但这部分“半文盲”

也为我校和企业“现代学徒制”提供了可再生的足够的“生源”。

近年来，桂阳县工业强县进程加快。联达电子、岳丰电子、成音科技、瑞新电子、骅丰电

子、向辉电子、展昇电子、富翔电子、华宇电子等 30 多家企业落户桂阳工业园区，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人才，而农村地区由于“待遇”低，高科技人才招不进来，无“技术”劳力又做不了或做

不好事，这给企业的扩大生产带来了“阻力”。农村企业需要大量人才，而企业又眼看着社会大

量“盲流”人员（失学学生）无能为力。这种状况，不得不要求农村企业与本地中职学校合作，

“现代学徒制”将为农村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

电子产业发展给桂阳职校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将促进该校电子技术专业群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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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前该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9 人，在籍的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 715 人。预测，本专业从 2015

年起，每年新招该专业学生 500 名，到 2019 年该专业在校学生可达 1500 人。

我校拥有电子电工实验室、高频电子实验室、维修电工实训室、制冷空调实训室等专业实训

室。2016 年，我校整体搬迁至新校区，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又新增了单片机应用、PCB 制作、PLC

可编程控制器、多功能传感器等设备先进的专业实验实训室。现在 80%以上的实训室和设备设施

能进行生产性实训，校内实训室基本满足该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需要。实验实训开出率 90%，

实践教学时间达专业总课时的 50%，实训基地课余周开放时间 12 小时以上，并有专业教师指导学

生自主开展实习实训和技能训练。我校和“青蓝电子”及“瑞新电子”合作为“现代学徒制”提

供了可靠的试点 “试点平台”。

3、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实施范围、受益学生数等）

1、理论成果。组织编写《中职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式初探》，力争在 2019

年底出版发行。

2、形成中职学校招生招工一体化长效机制。完善中职学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

生招工制度，推进校企共同研制、实施招生招工方案。规范中职学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程序，

明确“学徒”的企业员工和中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按照双向选择原则，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

三方协议。

3、建立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中职学校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

管理办法。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制订出中职“现代学徒制”管理办法，保障学徒权益，

根据教学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保证学徒合理报酬。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

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4、社会效益。一方面解决目前中职教育面临的招生困难、教学困惑、学生对口就业难等问

题。缓解农村企业招工难问题。另一方面提升农村地区企业员工的技术含金量。为区域经济的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为区域经济发展作贡献。

5、成果推广。中职“现代学徒制”模式首先将在本校以点带面、由浅入深在校内各专业群

进行试点。然后该模式将在附近临武职中、嘉禾职中等兄弟学校推广交流。新模式在省市专家评

估验收后，成果将在全市甚至全国农村地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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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凭着多年的职业教育的经验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学校、学生的立足点不一

样，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面对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本着资源整合，力争

双赢的思想，积极沟通，做到利益均沾，风险共负而解决以下问题（创新之处）。

（1）企业与学校关心的着眼点不同的矛盾。企业是的着眼点是接受订单，完成生产任务获

得利润；而学校的着眼点是如何培养合格的人才。他们之间的着眼点有着天壤之别。企业关心的

是生产任务；而学校关心的是培养目标是否完成。要让校企能在一条船上共同努力，必须是从组

织结构上、经济利益上有着不可分离的立足点。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完不成生产任务我们将有

损失；学生培养不好企业的生产也无法保证；必要时政府也可出面干预、支持。

（2）学生对学徒认识与对大学生培养认识的矛盾。学生认为我是来读大学的，学校为什么

把自己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使用？特别是遇到产业工人的工作任务，重复工作繁琐无味，一旦学习

掌握后就不愿再踏实认真去做；还有学会了我要提前成师，工资不能是学徒工的工资的思想等等；

这些思想解决不好也会给新的现代师徒培养模式带来困扰。这是一个管理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

题。我们各专业一定要有本专业的工作任务模块和考核标准；工作模块能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

学生一旦通过考核后可进入下一个模块的培训；所有的模块都通过考核应该颁发 “成师”（毕业）

证，企业可直接聘用发给其员工工资。

（3）学徒工的工作效果达不到企业要求的矛盾。企业的订单是有经济压力的，企业不能按

时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是要受罚的。这点学校体会不深，学生更没有压力。如何让学校、学

生都要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让企业、学校、学生有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同时企业在签合

同时学校也要审核签字，没有学校的签字企业也不好拿订单。经双方慎重考虑、审核、签字的订

单才有顺利实施的可能性。

“现代师徒制”培养模式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过去形式的结合，也不同于传统的

职业教育模式。要想培养出直接能与企业需求接轨的人才，我们还要不断地学习、摸索，使现代

师徒制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政府要在政策上、经济上、组织结构上给予大力支持。既要

吸取学习国外的职业培养的模式的优点，也要不断探索、学习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政策。

完善现代师徒职业教育培养机制是彻底改变目前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矛盾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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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变更

变更时间：2018 年上期

1、 研究成员变更：添加了 6 名顾问。分别为吴平文、雷石才、彭招建、雷小兰、李珍文、刘德

才

2、研究成员变更：添加了朱龙才、彭艳丽、李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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