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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研究

培养周期长

全面教育

师徒关系密切

内容来自职业实践

现场演示动手练习

以技艺水平论高低

产出低下

容易偏差

传亲不传疏

全面性系统性不够

新技术工艺难默会

评判标准过于主观

传统学徒制

基本特征 局限性
（1）学徒教育VS学校教育



1. 理论研究

基本特征 局限性
（1）学徒教育VS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

职能的专门性

数量的规模性

组织的严密性

作用的全面性

内容的系统性

手段的多样性

体系的封闭性

忽略人的差异性

反应的钝化

评价的单一性

内容的滞后性

不利于经验积累



1. 理论研究

（2）学徒教育+学校教育

全方位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学校式职业教育 企业学徒教育

现代学徒制

人才定位 课程设置工作要求和任务

现实条
件

资源优
势

认知规
律内容上

时间上

师资上

空间上



u 基本特征： 以企业用人需求作为学校制定人才培养规格的标准；以学生(学

徒)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

程为纽带； 以工学结合、半工半读为形式，“做中学、学中做”；  以学校

企业的深度合作和教师、师傅的深入指导为支撑的人才培养模式。

u 关键特征：校企双主体育人、交替训教、岗位培养，学徒双重身份、工学

交替、岗位成才

u 核心要素：校企双主体育人、学徒双重身份

关
键
特
征

1. 理论研究

（3）现代学徒制关键特征与优势



体现劳动力市
场的真实需求

能有效保障
青年就业

提供高质量
的劳动者

为全民终身学
习提供机会

符合职业教
育教学规律

做中学
情境学习
个别化教学
培养工匠精神

行业订立标准
以“需求引导”为特征
企业参与培养

有助于顺利过渡
具有预就业功能
同比失业率偏低

从人才需求出发
平衡劳动力供需

学习形式自由
学习地点扩大

1. 理论研究

（3）现代学徒制关键特征与优势



1. 理论研究

（4）现代学徒制在中国

现代学徒制的推行，翻开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新篇章

        2014年5月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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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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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内涵。稳步推进试点工作，完善工作保障机制。

        2015年1月5日《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2
号）；2017年4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教
职成厅函 [2017]17号） 

       2017年9月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推广现代学
徒制，培育众多“中国工匠” 

       2017年12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 ——在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推动学校招
生与企业招工相衔接，校企育人“双重主体”，学生学徒“双重身份” 。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急需不断将新技术、新材料与
新工艺转化为产品的高档机械
手表装配技术工人。

手表是精密计时仪器，结构复
杂，对走时精度、可靠性及表
面精饰等方面均有很高要求。

三
问
表

双
陀
飞
轮
表

万
年
历
表

集
三
大
经
典
技
术
于
一
体

产品特点

人才需求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面对我国钟表人才培育市场的空缺与企业品牌上升的需求，海鸥集团与现代学院于2006年
联合申报 “精密机械技术（钟表方向）” 专业，2007年开始招生并采用“2+1”模式培养。

创办钟表技术专业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2 1
院校 企业年课程学习 年顶岗实习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校企在时间维度上的接力式培养模式

在“2+1”中，校企作为两个“育人” 主体，更多地是在时间上的衔接，而在培养目标、内容、师资等方面是两个相对独立系统的自我安
排，甚至很多企业的顶岗实习更多地沦为其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途径，根本不存在科学规范的教学大纲，也没安排以育人为根本目的的师傅。

院校 企业

现代学徒制校企在四维度上的一体化培养模式

2 1

现代学徒制时间上交替与衔接

内容上对接与补充

空间上对偶与交融

师资上多元与协作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深入研究钟表王国瑞士和德国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后，双方于2011年开始全面
深化高端钟表制造人才的联合培养。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深入研究钟表王国瑞士和德国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后，双方于2011年开始全面
深化高端钟表制造人才的联合培养。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011年10月 筹备会 2011年11月 授牌仪式2012年3月 首批学徒拜师仪式 2011年11月 海鸥聘专业教师



2. 实践探索

（1）实践背景

根据天津市教委《关于在我市市属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中开展联合培养技术应用型、高端技能型人才试
点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和批准，从2012年起，我校与天津商业大学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精密机械技术方向，联合培养）开展联合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试点工作。目前本专业已招收6届共
280余名学生在校学习。

把握契机，创办国内首个面向钟表行业的联合培养本科

第一届本科班12名同学在北京手表厂实习3个月 2016年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啦！



2. 实践探索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学校

企业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校企合作协议书

双办学主体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招  

生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校内钟表文化展室 海鸥手表博物馆

海鸥公司高管讲座海鸥手表博物馆

职
业
与
文
化
认
知

职
业
与
文
化
认
知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招   

工

p你如何认识这个专业的？
p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p你觉得学习并从事这个专业
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为什么？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校企合作协议书

学
徒
协
议
书

企业学徒协议书

定师傅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学
徒
协
议
书

 与公司在职员工享用同

  等标准的午餐补助

 夏冬季工服各一套

 工伤保险

 依据绩效考核标准发放

用餐

工服

保险

津贴

1.教育期限
2.教育地点
3.甲方义务
4.乙方义务
5.补贴及其他福利
6.培训时间与假期
7.协议关系的终止
8.争议处理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学
徒
协
议
书

1.教育期限
2.教育地点
3.甲方义务
4.乙方义务
5.补贴及其他福利
6.培训时间与假期
7.协议关系的终止
8.争议处理

……
职业院校与企业实行“双
轨制”培养模式，安排学
生到企业实习的，按每
生每月1000元标准给予
实习补贴，最长期限12
个月，实习补贴拨付给
企业，企业根据学生实
习情况，按照不低于
80%的标准按月发放给
学生。
……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学
徒
协
议
书

1.教育期限
2.教育地点
3.甲方义务
4.乙方义务
5.补贴及其他福利
6.培训时间与假期
7.协议关系的终止
8.争议处理

用餐 工服 保险  依据绩效考核标准发放津贴

实 习 津 贴

起点800元/月

1400元/月

1200元/月

1000元/月

“海鸥”奖学金

每学期所有课程合格

第四学期 1000元

第三学期 1000元

第二学期 500元

第一学期 500元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学
徒
协
议
书

校企合作协议书 企业学徒协议书

培
养
协
议
书

学校培养协议书

（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学校

企业

校
企
合
作
协
议
书

学生

学
徒
协
议
书

校企合作协议书 企业学徒协议书

培
养
协
议
书

学校培养协议书

确立与确保双重身份与权益

双身份（2）落实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海鸥表业公司 天津现代学院

企
业
岗
位
教
学
标
准

学
校
课
堂
教
学
标
准

校企一体化培养人才培养方案

定标准

①.校企协调一致的教学标准规范育人活动

典型工作任务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①.校企协调一致的教学标准规范育人活动

2011年 校企双方在学院研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4年 校企双方在海鸥集团研讨相关标准的修订

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海鸥学徒选拔与待遇标准

企业专业教学标准

企业专职与兼职师傅聘任、职责与待遇标准

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

钟表类课程一体化标准

企业实训基地建设标准

中期与出师考试标准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①.校企协调一致的教学标准规范育人活动

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企业专业教学标准 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①.校企协调一致的教学标准规范育人活动

海鸥学徒选拔与待遇标准企业专职与兼职师傅聘任、职责与待遇标准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①.校企协调一致的教学标准规范育人活动

钟表类课程一体化标准 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中期与出师考试标准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是否
达到
设计
要求

准
备
工
作

产
品
结
构
设
计
与
动
态
仿
真
分
析

绘
制
工
程
图
纸

操
作
专
用
机
床
高
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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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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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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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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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售
后
服
务

机
芯
装
配
与
调
整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加工导致图纸导致

合格

不合格

②兼顾个人与职业需求与发展构建课程体系

钟表零部件与产品结构设计 钟表零部件加工制造 钟表装调 钟表销售 维修服务

钟表装调与维修
(三年制专科）

钟表零部件加工制造
（三年制专科）

钟表结构与外观设计
（四年制本科））

☆基于制表企业完整的业务流程、紧密对接海鸥人才需求、确定专业定位，
开发任务导向的钟表类课程
☆三个专业方向均需形成完整的制表概念与基本技能，但是在专业方向上又
必须有所深入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课程体系及教学组织：三个专业方向均需学习下列课程，区别在于机械大类与钟表类课程在各专业方向
上所占课时与所安排项目数量上有差异。

通用机械零件加工

精密零件数控加工

机械零件测量与量具使用

机械零件图识读与绘制

机械零件材料选用与处理

机械设计技术

工业设计

零件多轴加工

机械专业英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形势与政策

军事理论与训练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应用数学

体育

实用英语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
业创业指导

强调基本素养 保障就业宽度 提升就业深度

文化基础课程 机械大类课程 钟表类课程

钟表文化与职业认知

机械钟装调

手表零件造型设计

机械手表装调

精密仪器检测

钟表数控雕刻加工

自动车加工

轮岗实训

定岗实习

毕业项目

指针式石英表装调

机械计时原理

各类课程占比

共计2706课时

根据校企资源优势
与可行性，实现双
方在教学内容、时
间、空间与师资上
的最佳分工

学校课程 校企课程按授课主体划分： 企业课程

②兼顾个人职业需求与发展构建课程体系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③按职业能力成长规律序化教学内容

轮
岗
锻
炼

学校课程 校企课程 企业课程

钟
表
文
化
与
职
业
认
知

机
械
类
课
程

文
化
基
础
课

机
械
类
课
程

文
化
基
础
课

自
动
车
加
工

钟
表
数
控
雕
刻
加
工

指
针
式
石
英
表
装
调

精
密
仪
器
检
测

机
械
手
表
装
调

手
表
零
件
造
型
设
计

机
械
计
时
原
理

自
动
车
加
工

钟
表
数
控
雕
刻
加
工

定
岗
深
化

安全规范 职业道德 职业文化 质量意识 学习能力 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 创新能力贯穿 培养

毕
业
项
目

入
校
即
入
厂

学  校

企  业

学生

协
议

协
议

协
议

 一体化人
才培养方案

第一学期

企业环境与钟表
文化体验

第三学期

基本技能向综合技能发展

第二学期 第四学期

轮岗
锻炼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定岗深化

毕
业
即
就
业

中期考试 出师考试

机
械
手
表
装
调

机
械
钟
装
调

手
表
零
件
造
型
设
计

参观1+两场讲座 参观2+两场讲座 6周 6周 12周 18周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文化浸染

言传身教
精益求精



2. 实践探索

（3）双主体运行校企交替式合作育人 ④两类师资联合实施工学交替式教学

企业提供的师资学校提供的师资

文化基础类课程教师

机械大类课程教师

钟表类课程专业与实训教师

其他

专职师傅 兼职师傅

暑   

假

暑   

假

寒   

假

寒   
假

寒   

假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工程师



2. 实践探索

（4）合理配置与开发教学资源

①企业成立专门校企合作办公室，全面配备场地与师资

人
力
资
源
部



①企业成立专门校企合作办公室，全面配备场地与师资

人
力
资
源
部

手表装配维修实训基地

自动车加工实训基地

校
企
合
作
办
公
室

专
职
管
理
协
调
员1
名

专职师傅2名

专职师傅2名

各实际生产车间或部门兼职师傅12名

企
业
内

精密仪器检测一体化实训室

自动车加工一体化实训室 专
业
教
研
室

专
职
组
织
协
调
员1

名

实训教师1名

实训教师1名

手表装调一体化实训室实训教师1名

学
校
内

选派

下 设

2门专业课程教学工程师2名

2. 实践探索

（4）合理配置与开发教学资源



2. 实践探索

（4）合理配置与开发教学资源

校内新建钟表文化走廊、手表大师工作室2个和手表产品展示中心1个，改扩建实训室7个。校企共同开发

专业教学资源库、专业教材6本与模拟仿真教学软件3个。

钟表文化展室
海鸥手表展室中心

钟表文化走廊

②促进学校资源与海鸥实践教学对接



2. 实践探索

（4）合理配置与开发教学资源

手表质量零件检测实训室

手表故障诊断与维修实训室

校内手表装调实训室

校内新建钟表文化走廊、手表大师工作室1个和手表产品展示中心1个，改扩建实训室7个。校企共同开发专业

教学资源库、专业教材6本与模拟仿真教学软件3个。

②促进学校资源与海鸥实践教学对接



2. 实践探索

（4）合理配置与开发教学资源

校内新建钟表文化走廊，改扩建实训室7个，手表大师工作室1个和手表产品展示中心1个。校企共同开发

专业教学资源库、专业教材6本与模拟仿真教学软件3个。

②促进学校资源与海鸥实践教学对接



2. 实践探索

（4）合理配置与开发教学资源

校内新建钟表文化走廊，改扩建实训室7个，手表大师工作室1个和手表产品展示中心1个。校企共同开发专业

教学资源库、专业教材6本与模拟仿真教学软件3个。

传动轮系装配仿真软件轮系工作三维模拟仿真 陀飞轮主传动系统模拟仿真

②促进学校资源与海鸥实践教学对接



3. 认识体会

（1）中外差异

瑞士与德国“现代-海鸥” 中外差异

招生招工制度 先招生后招工 先招工后招生

校企合作 学校主导 企业主导

校企专业课时比例分配 1:1 1:3

校企交替 以周或月为单位校企交替 以天为单位校企交替

在企业学习时间 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加 随着年级升高而减少

u 以职业能力成长规律为主线，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构建课程体系
u “以学习者围绕某一工作任务的解决而分析任务、制定计划、实施方案到评价反馈” 组织

教学活动

认
同



3. 认识体会

（2）实践总结 ①让先进技术、高超技艺和工匠精神共生共长



3. 认识体会

（2）实践总结 ①让先进技术、高超技艺和工匠精神共生共长



3. 认识体会

（2）实践总结

定协议

定标准

定岗位

定师傅

双身份

双导师

双评价

双基地

-

双主体

定项目

育人主体学校+企业

被培养人学生+学徒

师资队伍教师+师傅

教学空间教室+车间

考核形式课业+出师

双证书 定等级毕业证书资格证+大专证

法律基础
校企联合育人协议+学校培养协议+企业学
徒协议

教学标准类+师资选拔聘用类+学徒选拔与待
遇类+基地建设标准类+毕业标准类等

运行准则

企业师资 定类型+定身份+定任务+定待遇

轮岗定岗 精选岗位+定师生比

联合课程 定课程项目+定项目分工

聘用薪资 实习津贴定等级+毕业待遇定等级

特征 策略六双 六定

②形成了以“六双六定”为标志性特征和基本策略的海鸥学徒制



3. 认识体会

（2）实践总结 ③ 现代学徒制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载体

定协议

定标准

定岗位

定师傅

双身份

双导师

双评价

双基地

双主体

定项目

双证书 定等级

 

办学体制上一定是

产教融合
运行机制上一定是

校企合作

 教学组织上一定是                    
工学结合
 教学原则上一定是

 知行合一

现
代
学
徒
制

有效载体



3. 认识体会

（2）实践总结 ④“互为需求，真诚合作”的原则和学校积极推动

互为需求,真诚合作 人才成长,共赢发展



3. 认识体会

（2）实践总结 ④“互为需求，真诚合作”的原则和学校积极推动

桨

舵 方向

动力

企业

学校



4. 建设成效

① “海鸥学徒制”成为中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范式

2014年12月海鸥副总工李蕴勤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经验
分享会上作报告

2015年7月
李国桢院长在
教育部举办国
际论坛中分享
经验

2016年5月现代
学院举办全国
现代学徒制经
验分享会，教
育部领导致辞



4.建设成效

② 在校生在国内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学习兴趣提升
学习动机增强

学习效果显现



4.建设成效

② 在校生在国内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在读学生的专利与国家级获奖证书（部分展示）
2016年12月学生范忠旭、罗帅作品《ST3D10·秒盘旋转系列表》获
“台湾国际发明设计比赛金牌”



4.建设成效

③实现专业内涵提升与外延拓展

专业教师共获3项创新专利 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 钟表维修工培训包

企业供给的动力，成就了专业及其教师的长足发展



4.建设成效

④ 高端制表匠助力海鸥及钟表行业的腾飞

毕业生杨伯谨受聘技术管理岗位 毕业生陈立柱获天津市滨海“优秀外来建设者”荣
誉，在公司技能比武中获一等奖，获技师资格。



5. 拓展提升

①构建校企联合招生招工的多元通道

学 

校

高中毕业生 同等学历毕业生

招        生

试点项目宣传

职业性向测试与选拔

企 

业

用工招聘

试点项目宣传

文化熏陶

参观/讲座

入学考试与资格审核

海鸥学徒制钟表技术人才培养项目

在职员工/

劳动力市场



5.拓展提升

②海鸥学徒制走进其他专业

数控技术专业
基于校中厂的
现代学徒制

无人机操控技术专业
基于军企校的
现代学徒制

印
刷
技
术
专
业

基
于
小
微
企
业
的
现
代
学
徒
制



5.拓展提升

③ 在“中国钟表联合育人联盟”框架下全国行业全面推进

钟表育人联盟

钟表装调与维修方向（三年制）

钟表零部件加工方向（三年制）

机芯结构设计方向（四年制）

钟表外观设计方向（四年制）

中国钟表育人联盟组织结构图（提议）

资源统筹、集约培养、分散使用

共招、共建、共育、共享



5.拓展提升

④联合世界顶级的德国格拉苏蒂制表创办国际钟表学院（2017年）

联合创办国际钟表学院

国际化培养与国际化就业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李国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