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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流程



1.工作流程

试点
自检

省级
检查

复核
检查

对照备案的任务书，总结试点经验、撰写自检报告。

任务书内容如有变更，牵头单位报我部职成司备案。

年检材料进行复核,开展实地检
查并反馈改进意见。对于工作
不力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暂停
或终止试点。

审查各试点自检报告，提出审查意见，
形成省级年检报告

试点年检

试点
单位

专委会
成员

专委会

报资料

查资料
看现场

核结果
抽查现场



1.工作流程

试点
总结

省级
验收

结果
复核

对照备案的任务书及年度检查意见表，全面总结试

点工作、撰写总结报告。延期验收提交申请。

委托专委会对各地和试点单位
报送的验收材料进行复核，并
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实地验收。

形成省级年检报告，明确每个试点的省
级验收结论。

试点验收

试点
单位

专委会
成员

专委会

提交
资料

查资料
看现场

核结果
抽查现场



1.工作流程
部级复核（年检、验收）

合规检查 专家评议 复核结果 发布结果

对表对标

核查任务完成情况

核过程、查轨迹、对标准

对标对表

评议试点工作质量

抓核心、看实质、找亮点

验收：再次复核验收

结果

年度检查：核查专家

年度指导意见

验收：通过、不通过、

延缓通过

年度检查：中止或暂停，

年度指导意见



1.工作流程

检查情况
立项 165家

任务书备案 164家备案通过
1家备案不通过

中期检查
161家中期通过
2家自动放弃

验收

124家验收通过
32家暂缓通过
3家验收不通过
2家延期验收



1.工作流程



二、工作依据



2. 工作依据

《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

试点单位备案审核的任务书

年度检查专家意见

验收依据

试点验收专家组评议意见表



2. 工作依据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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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5〕2号

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5〕29号

4 关于报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纸质版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6〕号

5 关于公布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备案结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6〕109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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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于成立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设立专家库（2017-2020年）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7〕71号

8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和第一批试点年度检查结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7〕35号

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8〕10号

10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 单 位 的 通 知 教职成厅函〔2018〕41号

11 关于公布现代学徒制第一批试点验收结果和第二批试点检查情况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8〕187号

1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9〕12号

教育部现代学徒制相关文件



三、存在问题



（1）试点方向不明确

试点主要方向

政府：地方实施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

行业：开发现代学徒制的行业标准；

企业：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有效途径、运作方式和支

持政策；

院校：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制度。

3 .存在问题



1.政府主体——教育部门主体

    部分地市实质性推动主体为教育部门，甚至职业学校。

    部门难以协调，政策难出台，轻落实。 

2.行业主体——学校主体

    部分行业实质性推动试点工作的主体为职业学校。

    行业标准制订未能落到实处，行业标准、规范不鲜明。

3.企业主体——学校主体

    实质性推动主体为职业学校。

    企业实现路径未能有效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未能形成长效机制，校企命

运共同体难以达到。

4.职业院校

    校企合作内容较多，人才培养过程内容较少。

3 .存在问题
（1）主攻方向不明确



1.未理解核心要求

 误区：现代学徒制是个筐，所有校企合作都往里边装。

（如订单班、现代学徒制订单班、职教集团、引企入校等，顶岗实习，分段式培

养等）

2.学生学徒双重身份未保障

     签订了三方协议，但是学生学徒双重身份未明确。

3.未实质性开展协同育人

    落实了学生学徒双重身份，但未按照校企协同育人方式进行人才培养。如虽

然签了协议、合同实现了双重身份，但仅在学校或企业的培训车间学习，未经过

实际的岗位培养。（定向直招士官是订单班，非现代学徒制）

※双主体育人、双重身份充分必要条件

3 .存在问题

（2）本质把握不准确



4.人才培养方案形神欠佳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未能完全依照岗位培养、岗位成才的方式组织教学，
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安排表校企双元特征不明显，具体岗位（群）未凸显；工学
交替组织形式不具体，现代学徒制形神不具备。
5. 签署协议未能体现现代学徒制要求
     未签学生与企业、学校与企业两份合同（或学徒、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三方
协议）。仅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等，如合同内容是顶岗实习、培训的内容、将
“2+1”培养模式、订单班、顶岗实习、短期到企业培训认为就是现代学徒制；
没有体现具体岗位；没有实现学生双重身份、及工学交替和交互训教的教学组织
形式。
6.现代学徒制管理制度不完善
    未能够完全体现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行管制度制定和落实。

3 .存在问题

（2）本质把握不准确



3 .存在问题

（3）承诺任务未全部完成

表现：
1.随意变更专业、更换企业；
2.承诺资金未到位；
3.验收要点未完成；
4.提交附件材料不能支撑试点总结。



表现：材料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有关的和无关的管理制度、
文件等都提供作为佐证材料，且排列无序、前后数据不一致。
建议：专业材料是附件，按照5方面试点内容政策附件材料。

表现：关键性的佐证材料，如管理办法、人才培养方案，未提
交具体方案和标准；未能提供实质性运行痕迹。部分协议没有
加盖公章，不能看出是否实质性推进。

2.内容不具体

1.附件不规范

3 .存在问题

（4）提交材料不规范



四、工作建议



（1）把握核心

现代学徒制核心要义

一条主线：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两个核心：校企育人双元主体、学生学徒双重身份

三个重点：岗位成才、工学交替、交互训教

四种机制：多方联动机制；一体化育人机制；

                 双导师制；教学运行机制

4.工作建议



1.对标对表：研读文件，对照任务书，逐项核查完成情况

2.把握核心：兜住核心底线，确保试点不跑偏

3.重点突破：结合单位特点，有重点进行突破发展

4.校企协同：发挥企业育人主体地位

4.工作建议

（2）顶层推动

顶层有设计、中层有思考、底层有落实
站位             定位            落位



1.站位要高，立足产业需求，培养杰出人才。

2.内容要精，覆盖试点任务，侧重突破重点。

3.凝练要准，把握核心要义，突出类型特征。

4.支撑要实，提供过程材料，注重痕迹管理。

4.工作建议

（3）认真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