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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中厂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1. 项目研究的背景综述 

为加快推进发展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2014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各职业院校

如何开展学徒制试点，进行了目标、内容、范围方面的部署。2015 年，

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 165 家单位，开展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为进一步提升黄河水

院的人才培养质量，为使我校学生在中国制造 2025 的电力装备业占有一

席之地，开展现代学徒制教育，探索有效的实践实施方法迫在眉睫。 

2017 年，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和《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课题组为提高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学生的实践

技能，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申报了《基于校工厂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该

项目被河南省教育厅确定为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省级项

目，项目编号：2017SJGLX547。 

2.项目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问题 

2.1 成果简介 

成果研究启始于 2016 年 12 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简称黄河水

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简称电力）等 5 个专业成功获批为国家第二批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自 2017 年开始，黄河水院与河南龙翔供电服务有限

公司（简称龙翔公司）校企合作，成立龙翔电气学院，成立产学研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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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校企双元育人领导小组，成立学徒制双导师教学团队，双方共建校内

生产性教学工厂----高低压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建成校内生产性学徒

培养基地，龙翔公司负责校工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将电力企业的生产过程、

专业技术、生产工艺以及企业文化等移植于校工厂内，并承担学徒技术指

导、技能培养、职业素养、顶岗实训、就业与服务等工作。 

电力专业学徒制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方案如图 1-1 所示。方案凭借政府

行业推动，在校企联合培养框架下，在双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在企业文化

的熏陶下，基于高低压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打造校内学徒培养实训基

地，开展体制机制建设，开展学徒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和创新，开展基于工

作过程的生产性项目化课程体系建设和课程内容建设，开展立体化优质资

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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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电力学徒制教育教学改革方案设计 

截止目前，学徒试点已历时 3 年，培养了 3 届毕业生，共 71 人，已

毕业学徒在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受到用人单位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图 1-2 电力 15 级学徒班开班仪式   图 1-3 高低压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 



 — 3 — 

2017 年 11 月，《基于校中厂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获批河南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9 年 7 月，该项目已通过河南省教育

厅专家组检查验收，项目已顺利结项。 

 

                       图 1-4 项目鉴定证书 

2019 年 10 月，黄河水院国家级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共 5 个

专业，含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也成功通过了国家教育部验收，项目圆

满完成。 

2.2 主要解决的问题 

传统高职类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人才培养中，长期存在理论多，实

践少；教材多，设备少；设计多，操作少等现象。学生没有经过电力系统

的实践锻炼，没有经过电力生产企业的训练，缺乏电力生产和电力工程项

目实施的经历，技能水平亟待提高，职业素养有待养成，实践经验需要积

累。鉴于此，现代学徒制试点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教学问题： 

（1）学校实践基地不足，学生实践机会较少，实践技能不够高； 

（2）学生主要学习教材中的理论知识，知识体系与工作实践对接性

不够好； 

（3）学生缺乏生产和工程经历，职业素养与用人单位要求锲合度不

够高； 

（4）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工程实践能力不够高，难以胜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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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需要。 

3. 项目研究成果与教学实践方法 

（1）引厂入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校企共建生产性教学实践基

地 

黄河水院引龙翔公司入校，双方深度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共建“高低

压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成立龙翔电气学院，建成“产 学 研 创”

四位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工厂。双方签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共同组

建学徒制双导师教学团队，充分利用电力企业生产过程和工程项目，实施

基于校工厂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大量增加学生的实践锻炼机会，

有效提高生产实践技能。 

   
图 2-1 成立龙翔电气学院        图 2-2 学校与企业共同研究学徒培养 

（2）基于工作过程，构建生产性课程体系，开发技能式项目化课程 

按照电力产业式专业要求，根据电力生产任务和电力工程建设所需要

的知识、技能和素质要求，构建生产性课程体系。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技能训练综合化，学习与生产相结合，工作与学习交替进行的技能培养体

系。根据电力生产项目、工作过程要求，以技术技能为载体，对课程内容

进行重构，校企共同开发一套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与就业同步的技能式

课程，将知识体系与技能体系良好对接。 

（3）创新推出“四联合、四定向、三阶段、六对接”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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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内生产性教学工厂为基地，提出并实施了 “四联合、四定向、

三阶段、六对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为电力专业教学改革

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 

   
图 2-3  “四联合、四定向、三阶段、六对接”人才培养模式 

（4）建立双导师制和校企互聘制度，选派教师下企业锻炼 

组建了现代学徒制教学和管理团队，建立并实行了双导师制和校企互

聘制度，制订了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以及双向兼职锻

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等制度，将指导教师的

企业实践和技术服务纳入年度考核业绩中，并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重

要依据；明确了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纳入年度考核，

享受相应的带徒津贴。 

黄河水院选派电力专业教师，到生产性教学工厂（龙翔生产车间），

每周至少 1.5 天到生产车间参与生产活动，拜工人为师傅，投入生产一线，

学习岗位技能，了解企业文化，熟悉生产流程，提高生产实践能力。龙翔

公司选派有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高技能工程师，以及能工巧匠等担任师

傅，电气工程学院聘任其为兼职教师，为学徒授课，并指导学生的电力生

产实习和供配电实习等。企业聘请校内教师作为技术顾问，参与电力工程

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工作，双方组建教学科研团队，开展项目研究工作。 

校内良好的生产性实习岗位，便利的工作条件，教师即可在校内任教，



 — 6 — 

又可下企业锻炼，无需脱产，专业教师拥有了良好的实践机会，能够不断

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工程实践能力，更好地胜任现代职业教育的需要。 

4.项目研究的成果创新 

创新点 1：建成一流生产性教学工厂，成立产学研创中心，打造了“生

产+教学+双创”三重功能的学徒培养基地 

依托龙翔电气学院校企合作平台，与龙翔公司共建校内“高低压成套

电气装置生产性中心”，选购一流的电力生产设备，配备足够的教学设施，

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文化，建成理念先进，设备一流、技术性强，

具有浓厚企业文化气息的、具有“生产+教学+双创”三重功能的、现代

文明的电力生产性教学工厂。一方面，龙翔公司利用该中心开展电力生产

经营活动，服务于社会电力建设，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一方面，

学校利用该生产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利用企业的真实生产任务和实际

工程项目，安排学徒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让学生在工作中学习电气设备

安装、调试、检测、试验、故障排除以及运行维护管理等技能；另一方面，

依托电力工程项目，引导学徒学习电力工程实施工作流程，学习企业先进

的管理方法，开启典型创业案例教育，并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开展技术研讨

和技能创新活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技术水平。为河南及全国电力行业企

业，提供技术创新、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促进了校企融合，

大大提高了学校对河南电力行业及社会的贡献，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 

创新点 2：创新推出“四联合、四定向、三阶段、六对接”人才培养

模式 

以校内生产性教学工厂为基地，以产学研创中心为平台，创新推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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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四定向、三阶段、六对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政府和行

业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和企业联合投资设备，联合实施教学、联合开发课

程、联合开发项目；学校和企业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实习、定向就

业。经过从学生-学徒-准员工三阶段教学过程，分别实现“学校和企业、

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员工、专业与产业、实训与生产、教学与科研”六个

对接，该模式为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人才培养新途

径。 

创新点 3：基于工作过程，构建“双证一体”技能式项目化课程体系  

基于生产性教学工厂，以电力职业为主线，以电力岗位群所需职业能

力为培养核心，根据电力行业和电力企业的生产项目、工作过程，校企共

同构建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一套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与 X 证书训练同

步的技能式项目化课程。 

5.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与实践 

(1)利用学校平台，接待校外交流团，交流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 

2019 年 6 月 28 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来我院进行了现代学

徒制试点交流，就学徒制试点如何开展，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如何完善

进行了深度交流。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市政工程学院林于廉院长一

行高度评价了我院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纷纷表示期望今后能

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双方携手为国家职业教育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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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与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学徒制试点交流 

（2）借新闻媒体和网络的宣传力，做好电力学徒试点宣传 

2017 年实施学徒试点以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网站、河南经济

报、河南省教育厅网站，光明网、华禹教育网等多家新闻媒体和网站，对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连续进行报道，本专业学徒制良好

实施的效果受到黄河水院校长焦爱萍的高度表扬，并在全校推广，其他各

专业也纷纷鉴借学习。  

   

图 4-2 河南省教育厅网新闻报道       图 4-3 华禹教育网站新闻报道 

（3）将生产性教学工厂作为赛场，承办全国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为检验电力学徒培养效果，自 2017 年开始，不断组织学徒开展校级

技能比武，选拔优秀学徒参加省级以上技能比赛，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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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电力 16级学徒技能比武 图 4-5  电力 17 级学徒技能比武 

 为宣传并推广学徒制试点成果，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以学徒

培养基地---高低压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为赛场，举办了由中国电力教育

协会和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承

办，西安亚成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2019 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亚

成杯”智能供配电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20 个

省（市、自治区）51 所高职院校的 300 余名师生前来参加比赛，比赛气

氛热烈，高手云集，黄河水院挑选了电力 17 级李派、付斌和宋飞阳三位

学徒参赛，在李小雄老师、刘金浦老师、师傅周二刚的共同指导下，学徒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一等奖的优异成绩。本次比赛取得了圆

满成功，不但检验了电力学徒制试点的人才培养效果，更是对黄河水院发

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做了一个范围最大、级别最高，效果

最好的宣传。 

       

图 4-6 智能供配电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         4-7  学徒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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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中厂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教学成果支持材料 

 

1. 教学成果应用证明 

 



 — 11 — 

 

 



 — 12 — 

2.“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及新闻媒体报道 

2.1 河南省高职院校立体化教材 

 

2018 年度河南省高职院校立体化教材立项公示名单 

（按学校名称字母顺序排序） 

顺

序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职  称 团队主要成员 

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

学院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 
焦贺彬 副教授 

田小涛、张翠云、郭  娜、李  磊、刘毅男、郅富标、

焦  强、张金辉 

2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组织行为学 王晓航 副教授 
王媛媛、孟立慧、雷  琳、王爱芳、孟  楠、张素勤、

赵  卉、毛  茉、赵  青 

3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管理会计 吕  琳 副教授 
李  锐、程金凤、郑俊梅、王  婧、韩琦霏、张明敏、

崔  靖、郭丽洁 

4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门店管理 李玉梅 副教授 
王  娜、燕玉霞、闫  琼、王亚辉、张  明、谢  甜、

张素勤、李  强、袁淑华 

5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函电 王  冕 副教授 
李舒瑜、许丰田、杨  乐、罗海锋、邵  杰、周  舵、

刘  鑫、齐智英、刘  伟 

6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冯桂云 教  授 
柳天杰、唐  杰、李  祯、王  焱、谢颖川、刘长玲、

聂本珍、钱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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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闻媒体报道 

 

 

 

 

 

 

 

 

 

河南省教育厅报道  

 

                    华禹教育网转光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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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经济网报道                          

 

                  光明网：黄河水院组建“龙翔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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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院网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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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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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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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徒制试点典型案例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现代学徒制典型案例(一) 

在《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

干意见》文件精神指导下，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自动化工程系大胆

创新、勇于探索，依托河南龙翔电气有限公司，建成高低压成套电气装置

生产性中心---生产性教学工厂。2017年3月，校企联合成立龙翔电气学院

和产学研创中心，搭建了校企合作平台，校企深度融合，围绕发电厂及电

力系统专业开展教学改革，成功获批为国家第二批现代学徒试点专业。 

 

图 6-1 建成高低压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 

一、组建现代学徒制试点领导小组，构建双导师教学和管理团队 

为有效组织和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2017年5月，校企双方联合召

开了现代学徒制试点研讨会，组建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领导小组，构建了双

导师教学和管理团队16人，龙翔公司委派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

术员，以及具有较高操作水平和施工技术的优秀师傅参与现代学徒制试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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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成立龙翔电气学院和产学研创中心 

 
图 6-3 召开现代学徒制试点研讨会 

二、校企合作，共建生产性实训中心 

为提高“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2016年我院与河南龙翔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中心的合作意向，并在2017年中旬在

学校4#实训楼西侧建成一座占地面积1800㎡（60m×30m）的钢架构厂房，

并架设2条5t行车；用于教学实训及生产需要，并提供600㎡（10m×30m，

两层）生产管理、办公及教、学、研、创用房；厂房内水电及消防设施完

备，电力负荷能够满足生产要求，水电供应正常。2018年6月，新建了一

个10KV智能供配电系统；同时，购置了一台多功能母排加工机、2台钳工

工作台、20台高电压试验设备，1台微机保护测试仪和40套电工工具等，

为学徒培养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技能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组建电力学徒班，进行生产式教学 

本学期初，通过现代学徒制招生宣传，由学生自主报名、龙翔电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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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行考核，组建了29人的电力15级学徒班，举行了开班仪式，龙翔电气

公司李端中董事长为学徒做了精彩的演讲，公司赵经理做了电力制造业行

情介绍。 

 

图 6-4 举行电力 15 学徒班开班仪式 

龙翔电气学院---生产性教学工厂，安排电气成套装置生产项目，提供

足够的生产岗位。从2017-2018（1）第3周开始，每天下午学徒参加电力

生产活动，利用真实的生产环境，采用分组培养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

每组3人，选1人为组长，教学过程实施以“技术员培训教师，技术员带学

生，师傅带学生，教师带学生、学生带学生”等多方位促进、灵活多样的

技能培养方法。 

 

图 6-5 师傅传授学徒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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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学徒参加电力生产活动场景 

 

图 6-7学徒和师傅安装调试电气成套装置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现代学徒制优秀学生案例(二) 

  学徒李梁，发电厂及电力系统16级学生，该生积极参加现代学徒试

点，参与生产式教学活动，自2017年下学期开始，在教学工厂---高低压

成套电气装置生产中心从事电气生产工作，参与电气设备安装、检测与调

试，在龙翔电气有限公司周二刚和王来宝两位师傅的耐心指导下，系统学

习了智能供配电系统的设计、电气二次原理图的绘制、电气一、二次设备

的安装与调试，高低压开关柜的检测与试验、线路停电与送电操作、电气

故障分析与处理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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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傅的带领下，参加了开封市多个电气工程项目现场施工。2018年

度，与师傅共同完成了80台JP综合配电柜、20套KYN28A-12型高压开关柜、

15套GCS低压配电屏、3台生产箱式变电站的生产任务，这些电气设备安装

调试完成后，分别发往信阳、新乡和许昌等地。 

经过一年半的培养和训练，学徒李梁的实际生产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真实的电力生产过程中，掌握了电力设备安装等多项基本技能，养成了

良好的职业素质，考取了高级维修电工证和特种作业许可证。在2018年10

月，李梁等三名学徒，参加了全国电工学会举办的“智能供配电系统安装

与编程调试”项目的技能竞赛，凭着平时练就的精湛技能，沉着冷静，细

心操作，取得了三等奖的良好成绩。实现了学校“实施生产育人、岗位育

人、企业文化育人”的教学理念；实现了 “学校和企业、教师与师傅、学

生与员工、专业与产业、实训与生产、教学与科研”六个对接。 

 

  图 6-8  学徒李梁参加智能供配电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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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色活动 

特色活动一：2018 年 12 月举办了电力 16 级学徒技能比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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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二：2019 年 6 月举办了电力 17 级学徒座谈会和颁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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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三：2018 年 6 月举办 16 级学徒电力工程现场实施观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