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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现代学徒制”理念的人才培养案例分析报告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于 2013 年开始试点现代学徒制，

学制为 2年。该试点最初是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鼓励高职院校定向招收建

筑业农民工开展学历教育提高受教育年限”文件精神指导下开展的。

一、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情况：

1.组织招生考试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2013 年申报试点“现代学徒制”，

同年获得广东省教育厅批准。招生生源是广东省内的社会人员，联合招生企业为

广东海外建设集团，合作培养建筑施工与管理高技能人才。首届计划招生 30 人，

实际共招收学生 88 人，其中应往届高中毕业学生生源 18 人，中职学生生源 66

人，有企业一线经验的工人 4人。

招生考试工作包括考试大纲的制定以及组织考试。根据报考学生受教育条件

参差不齐的特点，结合企业对所招生学员的岗位要求，按照工作岗位设置，划分

不同岗位模块进行考核，对在招生时已经实行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考生实行免考

相关部分科目的入学等优惠政策，对报考学生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

2013 年招生的学徒制学生，实行先与合作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再注册入学

的形式，实现招生即招工的统一。

2.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现代学徒制校企双主体育人的基本要求，我院制定出适用于“现代学徒

制”学生培养方案，学制为 2年制，其中第一年在学校由专任教师与企业教师进

行理论授课，第二年在企业，主要由企业教师进行实践授课。

通过 2年的培养，要求学生应具备建筑工程技术类岗位的基本技能，毕业时

取得人事劳动等有关部门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及教育部门发放相应的学

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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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作企业有职业技能鉴定站的职能，通过校企的联合培养，学生获得职

业资格证书。

在培育过程中，企业根据用工的需求，结合学徒的兴趣及要求，对其进行某

个岗位能力特殊培训，培养岗位熟练能力。比如造价员岗位的抽钢筋工作等。

学员接受企业的岗位学习时间长，实现毕业即就业的目的，企业实现优质人

才的储备。

3.课程体系的构建

对于“现代学徒制”教育，人才培养要求企业的深度参与，需要对教材、组

织形式、课程设置进行重新编排, 结合市场不断调整课程体系的设置，改革完善

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符合企业要求的更加适合“现代学徒

制”的培养模式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目前，我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块化教学体系研究专项课题

已经通过广东省高职教育建筑与房地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查批准立项。

我们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主要面向工作岗位：施工员，监

理员，造价员，安全员等职业岗位，从职业岗位群出发, 明确了支撑其职业或工

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要求,将职业能力分解为四大核心能力, 即: 制图与

识图能力、施工技术能力、计量计价能力、项目管理能力。

并根据四大核心能力, 我们对专业课教学体系进行模块化整合, 形成了

相应的四大教学模块, 即: 建筑制图与识图模块、建筑施工模块、建筑工程计量

与计价模块、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块。

学生在学校学习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时间仅有一年，在这一年期间，挑选适

合于学校教学的理论模块，比如建筑制图与识图能力，计量计价中的定额原理部

分的认知，施工模块所要求的基本力学概念，管理模块中的建筑法规、招投标等

模块知识进行集中教学。这些知识又是以后企业教学中不同模块的一个小专题。

在企业的培训过程中，同样也是按照不同的一个建筑项目不同的施工阶段，

将模块任务以专题培训的形式，专题的设置注重各个模块之间的理论的衔接与联

系：以独立基础施工为例，在学校的学习应该是对独立基础的识图，简单的受力

计算，而在企业的学习学生需要掌握土方的开挖，独立基础钢筋的排布，混凝土

浇筑，模板的安装，以及计量与计价的相关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以一个小专题

的形式，把普通教学体系多个学科的知识作为一个有效统一整理，加深学生的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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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企业可以按照企业生产空余时间安排教学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企

业师傅负担。

模块化教学体系的建设，早期需要根据建筑工程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进行梳

理，整合各个模块的内容，要求企业的深度参与，来形成系统的课程讲义。

4.师资以及实训办学条件的整合

“现代学徒制”实施双导师制，即实行“知识导师”与“技能导师”共同带

徒弟的制度。知识导师负责专业理论知识传授、技术与基本技能的培养，必须具

备一定的企业岗位经历；技能导师负责岗位技能传授，必须具有组织实施教学的

基本执教能力。

根据现代学徒制的基本要求，依据职业岗位和教学的实际情况，从专业带头

人、骨干教师、普通教师 3个层次专兼职 2个类型进行建设，通过“校企互聘共

用”、制定教师入职标准和实施考核激励机制等途径，建成由 24 名专任教师和

24 名兼职教师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并保持专兼比 1:1、双师素质 100%，兼职

教师承担的专业课时比例达到 50%。

结合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际情况，通过干部培训、外出学习交流、组织企业

技术服务项目等方式，提高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层开展校企合作、专业建设、教学

团队培养的综合管理能力。

与合作企业共同实施学院专任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培养机制。

双向兼职的做法：

①学院利用教师学历高、职称高、科研能力强等人才优势，服务企业，到企业兼

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工程的施工管理、技术攻关工作；

②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

顶岗实习等；

③为吸引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来校兼职教学，学校计发兼职教师的兼职薪酬。

角色互换的做法：

①与广东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培训部协议，企业培训部培训师和学院教

师，半年（一学期）或一年（两学期）角色互换一次，企业培训师来校授课，学

院教师承担企业的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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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与学院教师进行角色短期互换（1-2 周）或长期互换（半年

或一年），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来校授专业课，学院教师则到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岗

位顶岗工作。

学院通过“互聘共用”，确保兼职教师的来源，将有工程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技术能手聘请到学校。为提高企业兼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角色互换后，与企业

协商，出台企业对兼职教师的配套支持政策，保持兼职教师在企业的工资待遇、

奖金福利不变，并在评先、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学院根据实际授课工作量及考

核情况实行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发放课酬津贴、动态校内职称评聘、颁发荣誉

证书等。同时为保证企业兼职教师授课质量，制定兼职教师选拔、培训和激励机

制。

同时为激励校内教师积极参与角色互换，下企业工地锻炼学习、技术服务的

积极性。通过学院的专任教师入职标准和职称评聘的倾斜制度、原薪酬保持不变、

企业发放技术服务津贴等薪酬奖励机制、职业能力测评制度等，促进教师积极参

与“双向兼职、角色互换”。三年内使所有骨干教师在企业锻炼累计半年以上，

参与企业的工程建设或项目研究。

5.学徒制的管理体系的建立

（1）建立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机构

 专业建设委员会

人员组成：企业负责人、行业专家、兄弟院校专家、建工学院院长、专业带

头人组成。设置地点：建工学院

主要职能：筹划校企合作的发展，审核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建设

工程前沿应用技术的研究，促进校企合作互利共赢；指导校企合作办公室、企业

联络工作站工作。

 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办公室

人员组成：学院教学副院长、教研室主任、各企业人力资源部长、技术部长、培

训部长、项目经理、校企参与人员若干。负责人：教学副院长、企业人力部长

设置地点：建工学院

主要职能：专业定位和人才需求调研（每年 2次以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标准修订研讨（每年 1次）、课程教学内容安排、优质核心课程建设、教学资

源库建设、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教学组织、学生实习安排、工地课堂授课、

人才培养评价（教学评价、企业满意度调查、毕业生满意度调查、就业率、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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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继续教育、合作就业、合作招生等。

企业员工新技术培训的计划与实施（根据企业需求，每年至少 1 次）、企业

技能培训与鉴定、企业员工业务技能竞赛等。

依托教师工作站和企业技术、科研部门，组织人员开展纵向项目申报、研究，

横向合作项目研究；引导做好科研项目、教研项目的培育工作；结合企业工程中

出现的难点问题，组织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和技术革新。

 企业联络工作站

人员组成：学院校企合作办副主任、骨干教师、各个企业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或综合部副部长等。负责人：学院校企合作办副主任、各企业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设置地点：各企业人力资源部

主要职能：配合专业建设委员会、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办公室做好工作联系、

校企双方协调工作；师资双向兼职和人员互换的组织安排与师资管理工作等。

（2）制度建设

通过制订《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办公室工作职责》、《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项

目实施管理办法》、《校企双向兼职人员互换实施细则》、《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及

顶岗实习管理办法》制度建设，签订协议（见表 1）通过管理制度、细则等保障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顺利实施。

表 1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项目 主要内容

学生管理 学生在学徒期间，企业全程跟踪，和教师积极配合密切关注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同时设立各类奖学(育)金，激励学生学习专业知

识和技能，为企业储备人才。

教学过程管理 企业全程参与学徒班级的教学，派遣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指

派能工巧匠担任学生的师傅。教师要经常性与企业进行研讨，开

设符合学生理论学习及企业实践特点的校本课程；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要接受学校和企业的双重管理。

学生就业 招生即招工，学生在校期间即是学生，又是企业的学徒，毕业后

成为企业员工。企业全程参与学生的学业及思想品德评价，用企

业员工的标准要求学生。明确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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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与总结

学院与广东海外建设集团合作培养建筑施工与管理高技能人才，随着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BIM）技术的兴起，学院加大新兴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并将之实

施于教学当中，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中适时根据企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逐步培养以 BIM 技术为特色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学院筑巢引凤，吸引广州

建筑集团、广州龙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校企共

建的 BIM 研发中心成为 BIM 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为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与实

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13 年、2014 年、2015 年现代学徒制招生人数逐年增加，

从 2013 年的 7人到 2015 年的 200 人，学生中既有企业员工，也有从应往届高中

及中职毕业生中招收的准员工，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课

程标准，实施教学计划、开展实习实践等工作。教学安排上，第一年学生在校学

习理论为主，企业工程师进校实训教学为辅；第二年学生在企业学习技能实操为

主，学校老师适当下企业指导为辅。

（一）试点取得的改革创新点

1.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日益凸显

现代学徒制的成功实施在于学校、企业双元地位以及学生双重身份的凸显

和配合下所进行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二者之间合

作的紧密度和默契度正在逐步增强。人才培养正慢慢摆脱单一模式，向更加丰富

和多样的方向进行转变。

2.人才培养更贴近行业企业需求

建筑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土建类专业就业面广，就业形势一直很好，

因此传统的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各校各地区之间没有大的差异，往往是学生

进入企业后再根据企业的需求通过自我提升加强某方面的技能适应岗位的要求。

而目前，建筑业转型升级需要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同时市场精细划分产生了建

筑业专业人才的细化，现代学徒制的试点真正推动了人才培养的改革，学校在企

业的参与下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使各校人才培养出特色，如浙江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培养的幕墙设计与施工专业人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以 BIM

技术为特色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3.教学组织形式灵活适应人才培养需求

现代学徒制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安排，需要更为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或

在学校、或在企业的方式组织教学，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对应灵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8&is_app=0&jk=f104632807861950&k=%C8%CB%B2%C5%C5%E0%D1%F8&k0=%C8%CB%B2%C5%C5%E0%D1%F8&kdi0=0&luki=8&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50198607286304f1&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9%2Fview%2D4986638%2Ehtm&urlid=0


省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

7

活的教学，都要制订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更带来了学分制、模块化教学等改革

与尝试，在教学迈进了大胆的改革步伐。

4.课程体系开发注重实训环节

校企双方依据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 围绕着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专业

职业岗位知识技能分析为依据。通过专业培养目标调研分析岗位核心能力，典型

工作任务调研分析制定课程体系改革，组织实施教学改革方案试行，合理设置专

业课程，构建职业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以职业岗位任职要求为导向制订课程开

发方案，完善课程体系改革。由于企业的参与教学，实训教学完全置于生产环境

中，置于真实岗位、真实生产任务的训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压力，使实训更

具有职业性、直观性、可考核性。

（二）试点面临的挑战

1.缺乏完善法律政策。从考查国外成功开展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案例可知，

凡成功实现现代学徒制的国家，都制定有国家层面法律政策予以保障。我国现代

学徒制目前还缺乏完善法律政策。

2.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企业对员工培训的重要性理解不到位，要企业下决

心对员工培训进行大量投入不切实际；同时，由于担心现有教育体制不够灵活，

员工在目前体制下的培训会影响正常工作及传统模式和教学内容满足不了对员

工技能的要求，因此积极性不高。同时，一个企业因为规模限制或者设备往往比

较单一，很难满足一个班级甚至一个专业的学生专业学习要求。从这几个学校的

招生情况来看，第一年的招生都不理想，问题在于学生的双身份，对一个建设类

企业来说，一次招收大量的员工、准员工都是不现实的，企业对人员的需求取决

于工程项目的大小、数目多少、工期等，因此企业不可能大量招生（员）来储备

人才，而小班教学带来的高成本和企业从社会招聘员工的成本相比不具有优势性。

3.学生自身原因。员工可能由于惧怕在现有学习模式下的理论学习难度大和

边学习边工作影响工作效益等问题，对现代学徒制热情不高。学生和家长也可能

会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不能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不能保障学生的安全而对学徒制

的实施产生抵触情绪，且如果学生是以准员工身份招生，则准员工的约束对其形

成压力。

4.学院教学模式与企业生产模式衔接困难。传统的学院教学是有计划甚至是

比较刻板的；而建设类企业因工程项目特点存在工期长短、工程地点变换等，导



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

8

致学院按照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管理学生和老师的教学会难于适应企业的生产

变化要求。

5.考核评价体系无法跟上。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涉及学校和企业两个性质不

同的育人主体，企业和学校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如何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 4 月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