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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现代学徒制；人才供给侧改革；青岛；样板



1.成果简介

本成果是基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现

代学徒制区域性统筹实施的研究》（课题批准号：DJA150339）得出

的计划单列市区域统筹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方案。

为解决现代学徒制中国化水平不强、政府保障政策不健全、校

企合作“两张皮”、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之间存在结构

性矛盾等问题，青岛市围绕国家试点任务，发挥政府统筹作用，以

研究引领实践，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理论、体制机制构建、县级区

域实施、中高职贯通培养学徒等研究，在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等典型专业类别中启动四批次现代学徒制试

点，市级、区县和试点单位累计共投入 1 亿 1 千余万元，覆盖全市

46 所中高职院校、93 个专业，培养“青岛工匠”11016 人，职工培

训 16.11 万人次，受益企业 1217 家，实现区域内技术技能人才供给

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上的同频共振，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在全国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特色学徒制新

样板，影响广泛，成效显著。

理论先行，确立“6T”理念。发表高价值学术论文 16 篇，出版

专著 5 本，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属性、要素、特征、利益和环境理

论，形成中国特色学徒制政策支持体系。剖析学徒制相关利益主体

和教育主体，确立中国特色学徒制“共联、共商、共容、共建、共

享、共赢六个‘TOGETHER’”的教育理念，填补了中国特色学徒制理

论空白。

三级试点，建构实施策略。成立市级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

工作小组和试点办公室等四个工作机构，制定研究和试点路线图，

实行任务清单管理。开展区县、院校、企业三级牵头试点，分别探

索建立运行机制、教学模式和权益保障制度等。形成多方协调推进、

多方协同育人、多方权益保障、多方支持激励机制，建立区域整体

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策略。

组织重塑，建立标准体系。创新“实验班”的教学组织形式，

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在学徒培养方案中嵌入“岗位标准”

和典型工作任务，实行“专业+特色+个性定制”教学模式，开发特



色教学方法 25 种。建立岗位群轮训模式和岗位达标制度，提升就业

广度。开发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课程、双导师、学徒、企业和评

价等 7 个标准，形成中国特色学徒制标准体系。

顶层设计，树立青岛样板。制定实施方案、组织机构、资金投

入、招生招工、项目管理和评价考核等 10 项制度，搭建“1+2+3+4”

制度体系。试点项目完成五项工作任务，实行学徒学习任务、双导

师任职、教学质量评价三层评价，建立从招生、培养到就业“一条

龙”机制，形成中国特色学徒制“五三一”青岛模式。

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一是中国特色学徒制保障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

二是中国特色学徒制教学技术体系不完善问题。

三是技能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制度体系。剖析理念、制度和机制的

内在机理，从工作运行机制、管理、激励、考核评价、试点任务、

双主体、双导师、成本分担、经费投入、课程资源等方面，构建中

国特色学徒制“1+2+3+4”制度体系，明确各利益相关方权利义务，

约束各利益相关方行为，为中国特色学徒制提供政策制度保障。“1”

指实施方案整体统领；“2”指组织和资金双保障；“3”指招生招工、

项目管理和项目考核 3 项工作规范；“4”指建立双导师、学徒、教

学和课程 4 项标准。这 10 个政府文件相互关联，互为补位，建立健

全中国特色学徒制保障体制机制。

二是改进教学技术，培育青岛工匠。重塑教学组织形式，创新

“实验班”的教学建制，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在学徒培养

方案中嵌入“岗位标准”和典型工作任务，实行“专业+特色+个性

定制”教学模式，开发特色教学方法。建立岗位群轮训模式和岗位

达标制度，提升就业岗位的广度。形成包括人才培养方案、教学、

课程、双导师、学徒、企业和评价等中国特色学徒制标准体系。校

企双方共同建设“双导师”教学团队，建立双向交流、互聘共用机

制，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走进课堂，实现学校专业教师与企业



行业导师融合发展。

三是打破利益藩篱，推进校企一体。破除政府部门利益分割传

统，形成学徒制利益共同体。从企业资质、技术工艺、培训体制、

企业导师、设备设施等方面，制定企业准入制度和教育型企业遴选

标准，形成教育共同体。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多方利益均

衡的合作机制，满足校企双方的长期利益诉求。在教育型企业建设

生产性公共实训基地，形成学徒培养和职工培训相结合的工学结合

育人模式，打通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之间的“肠梗阻”，完善职业教

育和培训体系。

四是对接企业需求，助推产业升级。面向区域 10 条千亿级产业

链，覆盖传统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遴选 93 个专

业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企业岗位标准嵌入人才培养方案，实

施包括学徒真实工作任务评价、双导师任职评价、项目建设质量评

价在内的“三层”评价，制定学徒毕业标准，破除企业人力资源不

足或基于新老员工适应性的瓶颈，解决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与产业

需求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建立教育、人才与产业的“三链”衔接。

3.成果的创新点

青岛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角度，构建区域整体推进中国特色

学徒制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制定完善管理制度和支持政策，构建

政府统筹实施学徒制的体制机制，为国家完善区域公共教育政策顶

层设计、创设政策执行环境以及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提供先行先试

的借鉴和范式。

管理制度创新。中国特色学徒制统筹政府、学校、企业、行业

协会等各方基于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一体化育人的理性、直观的

共同主张，是对实岗技能教育教学共同的理性认识。确立中国特色

学徒制“6T”教育理念，即教育主体各方实现“共联、共商、共容、

共建、共享、共赢六个‘TOGETHER’”。 在此理念指引下，搭建中国

特色学徒制“1+2+3+4”制度体系。“1”指实施方案整体统领；“2”

指组织和资金双保障；“3”指招生招工、项目管理和项目考核 3 项

工作规范；“4”指建立双导师、学徒、教学和课程建设 4 项标准。

形成相互关联、相互补位、相互促进的 10 项政府支持政策。



教学技术创新。重塑教学组织形式，创新“实验班”的教学建

制，采用“刚柔相济”的教学管理制度，对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采

用“刚性”管理，对班级管理、教学形式、评价手段、教学时间和

场所安排等采用“柔性”管理。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中职

段学制可缩短 1 学期或延长 1 学期，高职段学制可缩短 1 学年或延

长 2 学年，企业实践课程与学校理论课程学分可以相互置换。在学

徒培养方案中嵌入“岗位标准”即学徒训练标准，开发基于典型工

作任务的特色课程。实行双场所工学交替和“专业+特色+个性定制”

教学模式，开发特色教学方法 25 种。建立岗位群轮训模式和岗位达

标制度，提升就业广度。形成包括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课程、双

导师、学徒、企业和评价等中国特色学徒制标准体系。

机制模式创新。剖析职业教育的跨界特性，构建学校、企业、

政府、行业协会、家长、社会等多方协同、共同育人的体制。建立

多元资金投入机制，学徒、企业、学校权益保障机制，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行业协会参加的第三方评价考核

机制，形成中国特色学徒制“五三一”青岛模式。“五”指“五双”

即完成五项基本工作任务：学校和企业双主体育人机制、联办协议

和四方协议双保障、学生和员工双重身份、学校和企业双导师联合

教学、技能证书和毕业证书双证书；“三”指“三层”即实施三层评

价：学徒真实工作任务评价、双导师任职评价、项目建设质量评价；

“一”指“一体化育人”即形成教育主体各方从招生、培养到就业

“一条龙”长效机制。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丰富中国特色学徒制理论，为国家提供借鉴和范式。深刻分析

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和特征，理清理念、制度和机制的内在机理，丰

富现代学徒制中国化理论体系。合理划分政府管和办的权利界限，

完善区域统筹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保障措施，推进职业教育和劳动用

工制度紧密结合，构建政府统筹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体制机制，建立

中国特色学徒制实践体系。将专业链建在产业链上，创新建立特色

课程体系，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建立闭环质量监控机

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完成国家赋予的现代学徒



制试点任务，为国家全面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提供有益借鉴和范式。

建立教学技术新体系，保障人才精准供给。全市试点专业涵盖

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 17 个专业类别、93 个细分

专业，专业建设、教学与产业联系更为紧密，人才培养指向性更强。

通过重塑教学组织形式，创新“实验班”建制，采用“刚柔相济”

的教学管理制度。在学徒培养方案中嵌入“岗位标准”，开发基于典

型工作任务的特色课程，建立岗位群轮训模式和岗位达标制度，实

行双场所工学交替和“专业+特色+个性定制”教学模式，实行学分

制和弹性学制管理。专业教师到企业参与生产、教学，增加专业实

践机会，双导师共同协作、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活力。学徒实现零

距离接触企业，构建新型的师徒关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强，就

业广度宽，人才供给的质量、结构更加精准。

破解校企合作“两张皮”，助力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顺应当前

国家推进人才供给侧改革的迫切要求，青岛市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障

碍，建立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满足了校企长期利益诉求，密

切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建立教育、人才与产业的“三链”衔接，

破解校企“合而不深”“两张皮”的老问题。参与试点企业的行业覆

盖面广，涉及传统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专业

标准直接渗透到课堂教学，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实现专业设

置与产业需求对接，学生毕业后更快地适应企业要求，满足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和企业长远发展。

社会影响广泛显著。青岛模式得到教育部、山东省和兄弟省市

的高度肯定。教育部先后两次约稿推广青岛实践经验，中央电视台

为此专门做了深度报道。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站刊登青岛的典型做

法，青岛教育局在省内外会议上进行典型经验发言与专题讲座 12

次，江苏、广州、武汉、宁波、吉林等 9 省市相继来青考察学习，

对很多地区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教育报、大众日报、工人日报、青

岛日报、中新社、中国教育新闻网、网易、凤凰网等媒体刊载青岛

市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典型做法共计 102 次。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李岩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12
最后

学历
大学

参加工作

时间
1994.07

职业院校

教龄
27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青岛市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办公

室负责人

工作单位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办公电话 13854229631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移动电话 13854229631

电子信箱 qdjnliyan@126.com 邮政编码 266100

详细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平安路 24 号丁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4 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全国教师教学

技能大赛一等奖；2014 年，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优质课比赛一等奖；2016 年，全国第十二届中等

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荣获“全国优秀指导教

师”称号；2017 年，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专

家委员会成员。

主

要

贡

献

自 2015 年起，负责推进全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制定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及课题研究总体实施方案，组织、协

调各子课题研究工作。负责现代学徒制区域性统筹实施的制度

框架设计以及各类管理制度的研究与制定，形成现代学徒制区

域性统筹实施中的研究总报告，发表学术论文和编撰专著。负

责本教学成果的总结、提炼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二完成人

姓 名
王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03
最后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11.07

职业院校

教龄
10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助理研究员

现任党政

职务

教育发展中心副

主任

工作单位 青岛市教科院 办公电话 0532-87076126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职业教育政策、办学

研究
移动电话 15166390018

电子信箱 qdjnliyan@126.com
邮 政

编 码
266000

详细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济阳路 7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 年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负责现代学徒制实施背景和现状的研究，负责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支持政策研究，负责现代学徒制实施评价的研究，负责

现代学徒制青岛模式的推广应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三完成人

姓 名
秦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01
最后

学历
大学

参加工作

时间
1994.07

职业院校

教龄

专业技术

职称

现任党政

职务
总督学

工作单位 青岛市教育局 办公电话 0532-85912917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分管全市职业教育

工作
移动电话 18363986036

电子信箱
邮 政

编 码
266071

详细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闽江路 7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统筹全市职业教育管理，在政府层面对职业教育进行顶层

设计，创新了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大力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指导出台了《青岛市教育局等７部门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推进校企一体化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为我

市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作

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四完成人

姓 名
丛新堂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02
最后

学历
大学

参加工作

时间
1997.07

职业院校

教龄

专业技术

职称

现任党政

职务
处长

工作单位 青岛市教育局 办公电话 0532-8591243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职业教育管理 移动电话 18669872109

电子信箱
congxintang@163.c

om

邮 政

编 码
266071

详细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闽江路 7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负责职业教育整体工作。推进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

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建设，协调政府各部门推进现代

学徒制招生招工一体化、双导师队伍建设、特色课程体系构建、

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评价等改革创新,为本教学成提供行政保

障。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1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五完成人

姓 名
杜召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8
最后

学历
大学

参加工作

时间
2007.7

职业院校

教龄
14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

德应用技术学校
办公电话 8610891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物流专业校企合作 移动电话 17685832728

电子信箱 280093911@qq.com
邮 政

编 码
266426

详细通讯地址 青岛中德生态园小清河路 3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9 年 11 月入选山东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2018 年主持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负责青岛市职业教育高地建设专班工作，在中等职业学

校积极实践现代学徒制，在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一

定成绩，《国际货运代理》被评为青岛现代学徒制特色课程。

“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研究”立项部省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高地理论实践研究课题。

本 人 签 名：

2220 年 1 月 10 日







评

审

意

见
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省级教学成果奖励领导小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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