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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教育部实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为基础,分析了现代学徒制的含义与特征,结合协同理论从

政、校、行、企四个层面提出了构建现代学徒制式校企合作的协同策略,明确了各个层面的权益和义务,为现代学徒制式校

企合作有效运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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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学徒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80年代

得到迅速发展与传播:1993年英国全面推行现代学徒

制;1996年澳大利亚逐步推行新学徒制;90年代后期,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一直进行着学徒制的改革。实际

上,现代学徒制在不同的国家体现的模式各不相同,主
要有:德国的“双元”模式、英国的“三明治”模式、澳大

利亚的“新学徒制”模式、瑞士的“三元制”模式、美国的

“合作教育”模式。显然,在20世纪中后期,现代学徒

制成为了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主导模式。

2012年,《教 育 部2012年 工 作 要 点》(教 政 法

[2012]2号)指出高职院校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完
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1];2013年,《教育部2013年

工作要点》(教政法[2013]2号)要求全面启动现代学

徒制试点,并提出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是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2];2014年,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开
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

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3];2014年,教育部《关
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
号)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学徒制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的战略选择,是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

途径、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的重要举措[4]。
推行现代学徒制式校企合作是我国加快职业教育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西合璧的职业教育模式体现,
而构建政、校、行、企多方协同策略是实现现代学徒制

式校企合作有效运行的保障。

1 现代学徒制概述

1.1 现代学徒制含义

现代学徒制是学校与企业深入融合,学校教师与

企业师傅合作培养学生技能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它

是传统学徒制和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科学融合,更加

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凸显人人成才的培养特色。

1.2 现代学徒制特征

1.2.1 招工与招生同步进行

《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

[2014]9号)指出现代学徒制实行职业院校招生录取

和企业用工一体化制度,丰富了招生考试办法,为接受

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学徒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1.2.2 学生的身份得到明确

以前无论是工学结合,还是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在顶岗实习和毕业实习过程中扮演着学校学生的

身份、企业准员工的角色,身份难以界定。学生分散在

多家实习企业,实习岗位较多,并且只能当“辅助工”,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学载体呈现多样

化,难以实现统一标准的教学。另外,学生的安全、交
通、住宿、意外保险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了校企合作

的融合深度,也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实行现

代学徒制育人制度后,明确他们是企业学徒和职业院

校学生的双重身份,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
学校义不容辞地培养学生、企业责无旁贷地培养员工,
进而明确了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的权益和责任。

2 现代学徒制式校企合作的协同策略构建

协同理论指的是为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各子

系统或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支持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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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种良性循环态势[5]。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的各

子系统应包括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构建现代学徒

制育人机制的协同策略则是应用协同理论发挥政、校、
行、企的主体作用,共同协作,形成一个整体,产生协同

效应,促进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机制良好运行。

2.1 政府层面的协同保障机制

2.1.1 政策保障机制

与传统的订单式、引企驻校等形式的校企合作相

比,现代学徒制式校企合作是以企业为主的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地方政府要统筹协调,建立政

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的协同运行机制,
发挥各个职能部门的作用,重点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

业参与人才培养。比如政府部门给予企业税收减免、
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地方财政部门要设定现代学徒

制式校企合作专项经费,用于人才培养建设;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建立风险保障机制,包括学徒的安全、交
通、意外保险,学徒的教育质量风险、企业的逐利风险

等。

2.1.2 监督评价机制

没有有效的监督制度,现代学徒制育人长效机制

将成为空谈。既是学校的学生,又是企业的学徒,使得

现代学徒制育人的特征与众不同。因此要对学校、企
业双方主体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政府牵

头,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学生、学生家长等参与决策

与评价,形成多方参与、多方建设、多方监督、多方评价

机制以保证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的提高。

2.2 校企之间的稳定协同机制

以前的校企合作提倡与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过程中学校扮演着主导角色;而现代学徒制招生时明

确了学徒为企业员工的身份,企业则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此,企业与学校必须共同参与,实行校企协同共享,
才能保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有效开展。

2.2.1 优势资源共享机制

现代学徒制的主体校企双方应遵循“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培养人才:在企业,学
徒可以参与真实岗位学习,企业师傅一对一对学徒进

行指导;在学校,企业可利用校企共建的实训基地、实
训车间、设施设备,进行实验和实训教学。

2.2.2 创新人才共育、共管机制

校企双方应建立共同育人机制,探讨人才培养方

案并制定培养目标,分析岗位技能、职业意识、核心能

力,进而构建企业需要的职业岗位课程体系,共同开发

企业所需的岗位技能的专业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强

化与岗位需求对应的实训模块和技能考核。
校企双方应制定校企共管制度,注重构建实训基

地管理机构,以审定实训基地建设规划、制度建设,检
查实验、实训设备,资产管理等。育人过程中,要注重

日常教学管理、教学信息的收集与反馈。

2.3 创新行业协会的引领功能

行业协会掌握行业的人才资源情况和岗位人才需

求情况,能够将这些信息及时统计与发布,同时为校企

双方搭建深度合作平台,不仅为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而
且有助于学校的人才培养、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等。
行业能够预测人才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因此要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规划和制度设计中的作

用,让行业参与指导学校和企业的专业建设、课程改

革、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从而实现现代学徒制

式校企合作的教学和社会产业发展有效对接,形成合

理的职业教育机制。

3 结语

多年来高职院校推行工学结合、深化校企合作取

得了长足进步,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现代学徒制式校企合作则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培

养学徒的责任。同时,政府、职业院校、企业与行业多

方面协同合作是保障现代学徒制育人机制良好运行的

关键,所以创新政府层面的协同保障机制、校企之间的

稳定协同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与引领功能及发

挥其协同效应,必将为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有效运行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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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sofCooperativeStrategyaboutCollege-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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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requirementoftalenttrainingmodeaboutmodernapprenticeshipproposedbytheMinistryofEducation,

theconnotationandcharacteristicofmodernapprenticeshipwereanalyzed.Undertheguidanceofsynergytheory,thecooperative
strategyofcollege-enterprisecooperationinformofmodernapprenticefromgovernment,college,industryandenterprisewaspro-

posed.Therightsandobligationsofeverydepartmentwerecleared,whichprovidedareferenceforeffectiveoperationformoder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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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未来派纺织技术

  据国外媒体报道,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提
出一系列未来派新型纺织技术,将以低能消耗和环保

性超越当前的纺织工艺,以下是八种未来派纺织技术:
1、树皮织物
纺织工业有一个坏名声,在水和能源方面损耗较大,

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缺少廉价劳动力,BARKTEX公司认

为,从树木上获得纺织物将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该公司生产了人类所知晓的最古老纺织品,传统

的“树皮衣服”。它能较广泛地应用于衣服、家具和室
内设计。从树上剥离树皮之后,新的树皮又重新生长

出来,BARKTEX公司研制的树皮纺织物从人文角度
来讲,具有低水量和低能量消耗的特征,并且环保和具

有生态适宜性。
2、亚麻代替棉花
棉花是人们生活中最广泛使用的天然纤维,但是

种植棉花的过程会对环境构成危害,有毒的杀虫剂、灌
溉、在收割和加工棉花的过程中会使用高能量和释放

温室气体。
相比之下,亚麻作为另一种天然纤维,其生长过程

中比棉花较少使用农药,水,排放物质和土地使用,但
是不及棉花的成本高效益。基于最新化学制造工艺,
CRAiLAR公司研制出一种新的方法,能够形成一种
新的亚麻材料,可与棉花的成本和性能相媲美,生产一

公斤亚麻消耗的水仅是生产等量棉花的百分之一。
3、牛奶蛋白中提取的纤维
英国爱丁堡大学最新一项研究指出,英国每年浪

费36万吨牛奶,生产这些牛奶所释放的温室气体相当

于2万辆汽车的尾气排放。
德国Qmilk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充分利用牛

奶成分,该公司从叫做“酪蛋白”的牛奶蛋白质中加工

制造一种抗菌、耐火、非过敏性纤维,该纤维百分之百
生物可降解,可用于制造衣物和家用纺织品。
4、人造蜜蜂丝
许多人并不晓得蜜蜂会制造丝,不同于飞蛾、蠕虫

和蜘蛛制造的片状丝分子结构,蜜蜂制造的丝包含着
多重螺旋体的线圈,彼此盘绕在一起。这将形成坚硬、
轻重量的丝,并且具有较高的柔韧性。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对自

然智能材料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蜜蜂丝可作为海绵、
透明薄膜、仿 生 纤 维 和 纳 米 纤 维 的 理 想 材 料,目 前,
CSIRO理论研究科学家塔拉-萨瑟兰(TaraSuther-
land)指出,我们现已识别蜜蜂丝基因,一些研究机构

现能生产高质量和数量重组丝蛋白,有助研制人造蜜
蜂丝来代替传统纺织材料。
5、“壁虎粘合剂”
“壁虎皮肤胶”是受益于壁虎足部特征而设计的一

种纺织基胶,壁虎利用皮肤-腱-骨骼连接方式,使其
具有超级粘附能力,可以粘在任何物体表面。最新研

制的壁虎皮肤胶具备以上功能性,它是由尼龙和聚氨

酯等商业材料构成,但不同于一次性粘合剂,壁虎皮肤
胶可以重复使用,并且不残留任何粘性残余物。
6、生物纤维
生物服装设计公司能够将活体生物和生物基础物

质制造成时尚、运动装和奢侈品牌,这家伦敦公司希望
使用细菌、真菌、海藻、纤维素等微生物来制造一系列

生物降解家庭用品和时尚饰品。
7、蘑菇材料
科学家正在积极寻找替代危害生态环境的塑料泡

沫包装材料,目前具有环保性能的蘑菇材料是理想材

料之一。Ecovative公司将菌丝结合农业副产品,可定
制生产包装绝缘材料,具有可持续性、生物可降解性和

低成本竞争力。
8、细菌使塑料分解为聚酯纤维

Ambercycle公司提出一种新的可持续性物质回

收利用方法,使用合成生物学将定制化细菌分解塑料
成为其化学成分,细菌在生物反应器环境中生长,降解

聚酯合成纤维(PET)塑料,可提纯精对苯二甲酸,与其
它副产物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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