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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县域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研究

项目负责人 朱旦生 项目编号 ZJZB2016194

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研究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经费使用情况、尚待解

决的主要问题，字数不少于 6000 字，可附页）

一、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来源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学徒制”试点已全面展开，已由高职院校向

中职学校，由大中城市向农村学校推进。我校的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群是省示范性专业

群，本专业群在“卓越校”建设背景下进行“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试点研究，很是

适应职业教育改革的大潮流。2014 年 12 月，我校课题《县域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

试点研究》被立项为市级课题，并于 2016 年 12 月结项。为进一步加大对中职学生培

养问题的研究，我校课题组于 2016 年 12 月又申报了省级课题，命名为《县域中职学

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研究》，并成功立项，项目编号为 ZJZB2016194。2018 年 1

月郴州市教科院课题研究有关专家对该课题进行了开题论证，予以开题。2018 年 1 月

起，该课题正式进入研究实施阶段。

2、课题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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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题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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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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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题研究起止时间

第一阶段---课题宣传和立项阶段：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

第二阶段---课题准备阶段：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

第三阶段---课题实践探索阶段：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第四阶段---课题汇总分析阶段：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

第五阶段---课题验收推广阶段：201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

5、项目研究进展

本课题的研究自 2017 年 4 月立项起，主要经历了两个具体的阶段：

第一阶段：课题准备阶段（2017 年 5 月-12 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课题进行开题。确立研究方向，制定课题实施方案。

具体工作为：

（1）课题主持人组织课题组成员讨论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构成，拟定总体研究内

容提纲。并将任务分解到个人，为课题研究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2）在之前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研究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寻求发展道路，深化

校企合作。2016 年学校引进了“津地本电子产品生产线”，2017 年学校引企入校，“深

圳瑞欣特 SMT 电子产品生产线”在我校实训工厂落户，与学校开展了学徒制试点工作。

我校与这几家企业共同制定招生、人才培养方案。

（3）课题组成员主动与郴州市内兄弟学校交流学习，搜集与现代学徒制有关的资

料，根据自己在课题组中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角色投入到工作中去。

（4）完成开题论证准备工作，撰写开题报告。

第二阶段：课题实践探索阶段（2018 年 1 月-12 月）

按照课题实施方案和专家指导意见，建立课题资料档案。对课题研究内容进行逐

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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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为：

（1）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完善中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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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多种招生考试办法，为不同层次初中毕

业生再教育提供机会。规范职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程序，明确学生与学徒双重身份，

按照双向选择原则，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对于未年满 16 周岁的学生，须

由学生、监护人、学校和企业四方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益及学生在岗培养的具体岗

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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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参与评价的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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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型实习实训

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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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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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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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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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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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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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题组成员按实际分工录制优秀课例，与企业共同研发校企教材。

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1、学校与郴州市津地本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瑞欣特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制

定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三方协议，并签订了相关协议书；制定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开设标准；建立了现代学徒制第三方评价考核办法和员工实习实训考核

制度；提出了现代学徒制师傅和徒弟职责；建立了现代学徒制学徒实训管理制度、教

学安全措施与违纪处理办法、学徒制准员工制度和“双导师”管理制度。一系列的协

议、标准和制度为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2、通过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核心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检测体系、课程体系

等教学实践探究，基本完成了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课程体系、检测体系、教学模式

探究任务，形成一个适宜我校乃至全市各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学运行的新机制。

首先，他们实施了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模块教学及目标技能测试与考核”教

学改革。课堂教学中，他们要求专业组将每个专业的教学任务化分成若干个“母模块”，

再由各专业组将每个“母模块”化成若干“子模块”，每个教学模块由各专业组确定教

学责任人，由专业组组内对每一“子模块”进行目标技能测试与考核（期中考试），再

由教务处或上级部门对每个“母模块”进行目标技能测试与考核（期末考试或考证）．这

样采取教学与考核“分离”制，扎扎实实搞好“模块过关”，让学生学得“一技之长”。

并定期将每个模块教学成果进行展示，从而达到个人教学效果的提高，创造机会让大

家相互学习和交流，使整体教学水平相应提高。

3、通过课程改革，我校学生每期学习有了目标感，学生学业成绩在档案有了学分

记载，完善了中职学生的学分和档案管理。

4、一年多来，课题组成员撰写研究论文６篇，其中朱文杰论文《学徒制在现代实

践教学中的应用》于 2017 年 6 月获省一等奖；朱旦生论文《中职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模

块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于 2017 年 11 月获省一等奖；黄佳怡论文《基于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的“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新干线的构建与实践》2018 年 10 月获省二等奖等。

5、“现代学徒制”校本教材：《SMT 入门基础》、《单片机 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100

例》和《电子电工实训》已形成初稿。

6、学校办学声誉大大提高

学校课题研究不断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学生职业素

质素养的提升，学校办学理念同时获得了社会和教育部门的认同，近年来学校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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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部门的关注和关心，获得了不少荣誉。

三、经费使用情况

筹措经费情况如下：

年度

开支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资料费 1000 2000

成果推广 0 10000

会议费 1000 2000

项目鉴定 2000 4000

调研差旅 5000 3000

合计 9000 21000

四、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1）由于该课题需要筹措经费较大，而学校经费紧张，因此在课题研究方面投入

不足；

（2）由于课题研究成效比较慢，不很明显，部分研究员积极性不高；

（3）由于学校人事变动，部分研究成果未能延续，导致目标任务逾期。

五、下阶段研究工作的计划

1、继续由教研室带头，修定三本校企教材《ＳＭＴ入门基础》、《电子电工实训》、

《单片机Ｃ语言程序设计》，精心编排，力争在 2019 年 12 月如期出版；

2、加大学校老师教育教学研究力度，鼓励教师参与课题研究，撰写研究论文，力

争省级获奖论文 10 篇以上，2019 年前出版论文集。

3、课题组成员按实际分工录制优秀课例，以便后期推广。

4、整理前期取得的研究成果，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及时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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