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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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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学徒制是以学校本位教育与工作本位培训的紧密结合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学徒制度。在归纳现代学徒

制的意义和总结现代学徒制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浙江工贸市场营销专业与孩子王公司合作探索现代学徒制为例，从

合作原则、合作模式、合作方案、合作效果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学徒制实践

新路子，打造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以学校为中心、企业参与、市场调节的“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地方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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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Marketing Professional
WANG Yan, LIU Feng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a new type of apprenticeship system, which is a typical combination of school-based educa-

tion and job-based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such as cooperation principle, cooperation mode, cooperation plan, cooperation effect

and so on.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way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ing a

local sample of“modern apprenticeship”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chool-centered, enterprise partici-

pa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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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是以学校本位教育与工作本位培训

的紧密结合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学徒制度。早在2011
年 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提出希望地方政府与

企业通过组织和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来破解东南沿

海的“用工荒”。最近几年，国内高职院校对“现

代学徒制”的探索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企业

参与激情还不是特别高涨，效果还不特别理想。本

文尝试通过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的现代学徒制实践，

探索现代学徒制的不同范式，打造具有区域特色

的、以学校为中心、企业参与、市场调节的“现代

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地方样本。

一、现代学徒制的意义

（一）对社会而言，有利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越过人才“结构坎”

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科技进步

的不断加速，要求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加快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结构，推动发展动力

由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的新时期，在“互联网+”时代背景

下，探索现代学徒制的不同范式，有利于形成科学

合理的人才结构，有利于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素质的

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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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雇主而言，重视雇主利益回报，增强

雇主参与“原动力”

对雇主来说，真正有效规避风险，他们就敢

做；真正找准共同利益点，他们就乐意做。相较于

外部应聘者，雇主更青睐于雇用自己培养的学徒，

因为这些学徒不仅技能熟练，而且已经较好地融入

了企业中，省去了企业对新员工入职培训的工作。

同时经过学徒制长期的观察，雇主又可以避免外部

招聘可能会产生的人才甄选误差。在当前实施现代

学徒制法律制度框架缺位、缺乏外部监督机制的情

况下，探索以行业订标准、校企共培养、市场来调

节为主的现代学徒制，更有利于增强企业深度参与

校企合作的原动力。

（三） 对学生而言，有利于增强就业吸引力，

开辟职业生涯“新通道”

现代学徒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招生即招工，上

学即上岗，毕业即就业”。通过校企合作“双重身

份、两个主体、工学交替、岗位实用”的锤炼，学

生在学校期间就可以完成岗前培训，到企业后能直

接进入工作岗位。

（四） 对院校而言，有利于提升职业教育成

效，爬上人才“质量坡”

现代学徒制带有明显的“需求引导”特征，它

最直接地体现了企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企业不

仅控制了人才培养的规格，还直接参与了人才培养

的过程，将岗位的生产技术要素同学校的教育教学

要素相结合，融合现代管理要素，并突出育人功能。

（五）对家长而言，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培养

合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同感”

现代学徒制项目参与者的角色日益复杂，从早

期的师徒关系私人关系演变由政府、行会、雇主、

雇员等组成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一个多元参

与、内外联结、分工合作、多元监督的运作体制。

现代学徒制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平衡，直接决定着学

徒制功能的发挥。在中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利益

相关者就是家长。通过探索创新现代学徒制，有利

于形成职业教育培养合力，提升家长对现代学徒制

的认可程度，提升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二、现代学徒制的初步探索

（一）理论方面的研究

1.现代学徒制的定义与内涵

现代学徒制(Modern Apprenticeship)是1993年最

早由英国政府提出并在1994年开始实施的一种职业

培训制度[1-2]。现代学徒制的基础是校企合作，是将

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

“学校与企业合作式的职业教育制度”[3-4]。对现代

学徒制的内涵研究从未间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

现代学徒制进行阐释，如关晶等（2014）从功能目

的、教育性质、制度规范等方面对现代学徒制的

“现代性”进行了辨析[5]；赵鹏飞（2014）阐述了现

代学徒制的内涵、实践过程，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思路 [6]；徐国庆 （2017） 从师徒关系、

面向产业、指导方式、培养标准等方面阐述了现代

学徒制的现代性内涵[7]。

2.现代学徒制的实践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全面推进现代学徒

制，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逐渐成为学者们

关注的焦点。张启富（2015）对现代学徒制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提炼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8]；

王振洪等(2012)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现代学徒制的实

施要素 [9]；吴建设 （2014） 从教育模式、学生身

份、课程体系、导师机制、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探

讨了现代学徒制实施应该解决的问题[10]。

（二）实践方面的探索

我国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始于20世纪

80年代初。当时，在教育部门的提倡与引导以及德

方的直接帮助下，双元制首先在个别学校试点，如

中德南京建筑职教中心、上海电子工业学校。

1989-1995年在苏州、无锡、常州、沙市、芜湖和

沈阳六城市开展的区域性的双元制改革试验。这场

改革试验具有较大影响力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2013 年 12 月，教育部职成教司委托江西省新

余市、浙江省湖州市和杭州市、吉林省长春市、广

东省清远市、江苏省无锡市、河北省唐山市等地部

分职业院校联合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

2014年3月，4所英国院校与7所广东的中高职

院校建立了中高职院校联盟，在数控技术、汽车、

旅游管理、计算机网络 4个专业开展深入的交流与

合作，中英共有近100名老师和专家参与项目，200
多家中英企业和行业协会为项目提供协助。上海市

现代流通学校、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丁通物流

三方合作就引进的英国模式现代学徒制开展试点。

中德诺浩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开展了企业如何利用汽

车专业课程改革助推职业院校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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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学徒制探索中存在的不足

通过先行先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在分专业

研制校企双主体育人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学籍管理办法、各项制度标准、考核评价体系等方

面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典型经验。但是在现代学

徒制实施的过程中，仍效果不理想。具体表现在：

（一）仅是教育部门主导，相关政府管理职能

依然缺位。教育相关部门在全力推进现代学徒制，

但是跟现代学徒制相关的政府机构涉及到人力社

保、税务、立法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目前依然缺

乏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缺乏完善的企业激励机

制、缺乏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等系统性支持。

（二）缺乏市场化机制导向，企业参与动力依

然不足。现代学徒制的实施中合作的企业大多是动

员来合作的。诸多参与合作的企业反映现代学徒制

项目培养的人才到企业工作一定时间后，离职现象

普遍严重，企业都表示企业的投资与回报不成正

比，导致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企业在

学徒的招聘、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内容的设计、

师资力量的提供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估参与度也不

深，校企参与现代学徒制失去了平衡。

（三）办学机制不灵活，模式相对固定化。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需要灵活的培养机制，要求

学生能在学校和企业两个地方进行自由地学习，但

事实上很多高职院校自身办学机制不灵活，都是机

械地理解和实施现代学徒制。例如，以必修课为基

础的学年制限制了学生在学习内容、学习进程和学

习时间等方面的选择；僵化的师资招聘制度、职称

评聘制度和工资待遇制度导致“双师型”教师严重

不足；教学和就业所属学校管理职能的不同部门，

形成“各自为政”的管理局面。现代学徒制要倒逼

我们的办学机制和管理模式变革。

（四）试点面较窄，全面推进力度不够。当前

教育部从实践层面仅有8 所单位牵头试点现代学徒

制，也有少量院校和企业参与探索。但是总的来

说，试点城市较少、试点专业不多、国际化合作试

点不够，应鼓励不同地区、不同院校尝试在外部政

策环境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到位的情况下，从内生

的视角探索现代学徒制不同的地方样本。

四、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

校企合作是现代学徒制的基础，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简称“浙江工贸”）经济与贸易分院与

孩子王（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孩子王”）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发挥各自优势，最终形成了市场营

销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基本框架。实施对象为市场营

销专业连锁经营与管理方向2014级学生。现代学徒

制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 19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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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

引，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和提高教育质

量为导向，以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培养企业所需的

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学生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

培养为核心，以专业招生、方向招工为突破，以建

立稳定的校企“双师”联合传授知识和技能模式为

支撑，促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学校主导向校

企共同育人过渡，推进市场营销专业教学、管理模

式和评价机制全面改革，不断提高专业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一）合作原则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的原则，双方确定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

学生实习、职工培训、师资建设、科研合作、资源

共享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通过合作，形成以社会

人才市场和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以行业、企业为

依托的校企合作产学合作的联合办学体制和机制，

努力成为高级技能型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项目开

发、信息服务与技术援助的载体。

（二）合作模式

双方从学生大一入学至第六学期毕业开展全程

合作，采用“教学见习+顶岗实习”合作模式。大

一、大二学年以“订单班”形式将甲方的企业案

例、课程、师资、实践、奖学金等资源融入到乙方

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中，共同开展教学建设和教学资

源开发；自第五学期起以“企业班”形式组织学生

到甲方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第六学期实行就业

双向选择。

（三）合作方案

1.“企业班”组建

（1）合作进度

市场营销专业（连锁经营方向）全体学生自大

一入学起组建“孩子王”订单班，每年6月30日前

正式组班，9月初开班。双方联合组织开班仪式，全

面介绍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三方签署意向协议。

汪焰，刘锋：市场营销专业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与实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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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期内每年5～6月份为企业面试筛选阶段，9月

份起根据企业情况学校安排学生进入学习和实践。

（2）合作专业与人数

以市场营销专业连锁经营方向为主，适度扩展

面向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电子

商务等专业学生中选拔40名优秀学生组成“孩子王

店长班”。实习结束后企业与学生双向选择确定预

就业人数。

（3）组织管理

学院与企业共同安排相应人员负责“企业班”

的组建、日常管理和指导工作。其中学院实训中心

配合企业做好“企业班”组建、管理，并安排专职

教师和辅导员开展实习指导和学生思想动态管理。

2.教学内容

（1）实习与预就业岗位

9月至12月期间，孩子王店长班学生将在温州

市、杭州市区 （不含县域地区） 实习 （自由选

择），产品顾问、营运助理、活动策划、客收员等

岗位，就业双选以后由公司统一分配岗位。

（2）二元耦合教学模式

对“订单班”的学生采取“理论培训+实践培

养”二元耦合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

下，由职教专家、企业与学校、教师与师傅的共同

参与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所谓耦合，是学校与

企业两个场的叠加与共振，相互传输内容与能量，

实现对学生的最大影响，试图把学校本位的教育与

企业本位的教育紧密结合。一天计 8课时，各阶段

的培训见表1。
3.“企业班”学生管理

（1）学习和顶岗实践期间（第五学期），按照学

生学习培训，岗位实践等表现，每月给予学生实习津

贴2 000 元，并根据学生每个月实际出勤进行补贴计

算。顶岗期结束后，对于表现优异的学生可提前签订

就业协议，进入孩子王“龙腾体系”培养（第六学期），

表1 第1～4 学期企业植入课程

时间

第
一
学
期
（
大
一
上
）

第
三
学
期
（
大
二
上
）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大学英语

体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学生创业教育

应用文写作

孩子王企业文化

营销学基础

管理学基础

企业经营沙盘模拟

统计学

会计学基础

渠道开发与设计

推销技巧

连锁企业经营管理

卖场规划与设计

连锁企业品类管理

商务礼仪

学时

32
64
68
16
16
32
16
64
64
32
32
34

34

34
68
68
34
30

实施方式

企业教师授课

学院、企业教师
共同授课

学院、企业教师
共同授课

时间

第
二
学
期
（
大
一
下
）

第
四
学
期
（
大
二
下
）

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大学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

体育

军训（含军事理论）

经济学基础

市场调查与分析

经济法

消费者行为分析

商务谈判与公共关系

客户关系管理

网络营销与电子商务

营销师综合技能

连锁企业采购管理

连锁门店营运与管理

学时

48
64
64
68
60
30
60
30
32

68

34

68
34
68
68

实施方式

学院、企业教师
共同授课

学院、企业教师
共同授课

学院、企业教师
共同授课

学院、企业教师
共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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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订就业协议后，学生可享受每月2 500 元的实

习津贴，同时享受和企业自有员工同等福利待遇。

同时，企业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奖学金覆盖订单

班人数的50%，设有一等奖前10%，奖励额度3 000
元；二等奖15%，奖励额度2 000 元；三等奖25%，

奖励额度1 000 元。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评定标准

由学生综合考评（40%）、企业评价（40%）、学院评

价（20%）组成。

（2）学生学习和实践期间的出勤考核及休假，

参照企业《员工手册》《考勤制度》执行。

（3）学生住宿分配及管理校方协助进行管理，

学生实习期间必须遵守企业有关宿舍管理规定。

（4） 学校承诺已经根据国家和教育部有关规

定，在第五学期为“孩子王店长班”学生购买了学

生保险。

（5）实习时间一般为四个月，期间企业不得以

各种理由辞退学生，学生不得以各种理由中途离

岗。如遇问题，双方共同协商处理。

4.“企业班”考核评价

依据学院《工学结合成绩评定办法》实施，按

照企业指导教师:学院指导教师:班主任 ＝ 5:4:1的比

例核算。

（四）合作效果

合作一年来，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均取得良

好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为学校设立学徒培养标准奠定良好基础。学

徒制标准，是推进现代学徒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规范学徒制发展的尺度。标准包括选择学

徒企业的标准、课程设置的标准、学时标准、师徒

标准和运行管理标准等，指导企业开展学徒制培

训。通过与孩子王的合作，为学校在上述几方面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2. 为企业输送了合格的高技能人才。企业“用

工荒”一直存在，尤其是高技能人才更是缺乏。通

过与学校的合作，第一时间为企业培养了大量适销

对路的员工，企业避免了频繁招聘、员工流失、人

员素质达不到岗位技能要求等风险，为企业解决了

人才流失的后顾之忧。

3. 为学生提供了提高技能、提前适应岗位需求

的机会。一直以来，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职场

需要的技能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现代学徒制，学

生在学校期间就掌握了企业上岗前所需的关键技

能，到企业以后，稍加适应就能胜任企业的岗位要

求。实践表明，学生到企业以后，大多数表现良

好，能很快适应并取得良好绩效。

五、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的展望

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实践，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

合中国本土化实践的新路子。但是，应该看到，在

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学

生的吃苦耐劳精神还有待加强，违反劳动纪律现象

还时有发生，企业人员流动快导致的校企衔接障碍

等问题还经常出现，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经常总

结，找到方法，攻坚克难，为培养出大量具有工匠

精神的高技能人才而继续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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