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3 | 145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现代学徒制“1+N”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徐西群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通  226400

摘      要  ：   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开展供给侧改革，可以从教育领域开展，要求高职院校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精准对接专业行业就

业市场，加强校企合作，深入实施产教融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更精准地服务区域经济。文章对“1+N”和

现代学徒制两种不同人才培养方式的内涵进行分析，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的创建，仅供相

关高职院校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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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1+N”  
talent traini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reform

Xu Xiqun

Jiangsu Rudong Secondary Professional School, Nantong, Jiangsu 226400

Abstract   :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conomy,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quir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ccurately docking the job market of professional industries, strength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deeply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of students and serve the regional economy more accurate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1+N” and “modern apprenticeship” two different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creation of this talent training meth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of releva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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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教育领域也开始实施了供给侧改革，其目的是促进高职院校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职教育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

维，能够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与行业企业进行深入合作，可以根据合作企业的用人需求，进行人才的培养。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

强与企业的合作，深入实施产教融合。通过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尤其是与企业共同组建教育团队，开展有效的人才培养，运用“双

导师制”，更好地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一专多能”的新时代人才。

一、现代学徒制和“1+N”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分析

（一）现代学徒制内涵分析

这种制度是现代化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是通过将教育理论与

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进行融合改造，企业与院校可以开展深入的

合作，作为教育教学的双主体，实行校企双导师制，老师对学生

传授相关知识，而师傅在企业中对学生（学徒）开展实践教育，

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在实际运行中，这种方式学校

与企业都是主体，开展的教育相结合以及产教相融合的办法方

法。而要想实施现代学徒制，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必须基于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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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利益展开合作，以企业职业岗位需求开展有效的培养工

作。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以职业活动作为基础，让学生能有更多

的时间开展实践，从而有效培养并提升学生的岗位能力。

（二）“1+N”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分析

“1+N”人才培养是这些年开展了创新培养法。其中，“1”

是指学生必须具备的一个专业文凭，而“N”则是指学生具备的

多种技能。因此，“1+N”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就是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同时引导他们可以通

过职业技能考证、职业技能竞赛等方式，获得更多的技术技能，

岗位适应力提升的同时，能让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能得到大幅度的

提高。

（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与“1+N”人才培养模式的

融合点

现代学徒制是教育方式，与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其核心特征

在于校企双主体、学员双身份和校企双导师。该模式的成功实践

离不开企业的全力参与和深度合作，由于企业是现代学徒制成功

的基础所在。在“1+N”人才的培养模式下，达成企业与学校融

合一体化的工作要加强，同时以产教融合作为教育理论。企业的

行业标准引入、能力标准的引入等，可以激发起企业与职业教育

的主动结合，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会以培养人才为目标共同

努力。在这样的方式下企业、行业、学校，可以一起拟定培养的

方案。通过企业论证、学校课程的关键内容，把职业标准与课程

内容搭建在一起，围绕职业岗位的培养，以职业标准作为基础，

选择岗位任务做好课程的融合。同时，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目标要

保持一致，做好高素质技术的人才培养工作，让人才供给侧需求

相互相通，大幅度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及质量，推动产业的发

展和升级。由此可以说明，现代学徒制和基于 1+X证书制度的

“1+N”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实现职业教

育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现代学徒制“1+N”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路径探讨

（一）签订生、校、企三方协议

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职院校要想实现“1+N”人才培养

模式与现代学徒制的深度融合，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职

业素养，首先必须签订生、校、企三方协议，明确“学校”“企

业”和“学徒”三方各自的职责、权利和义务。通过签订生、

校、企三方协议，不仅可以保障学生的利益，还能保障学校与合

作企业的利益，从而实现“三赢”的效果。例如，学生以学徒的

身份在企业跟随师傅进行岗位实习时，企业必须为学生购买意外

保险，同时还要给予学生相应的薪资待遇，这样就可以保障学生

的切身权益。

（二）实施校企双主体育人

在 供 给 侧 改 革 视 角 下， 高 职 院 校 要 想 构 建 现 代 学 徒 制

“1+N”人才培养模式，还应积极实行校企双主体育人，这样才能

实现学校与企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和有效融合，从而实现精准

育人，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专多能的新时代人才，帮助他们更快更

好地适应企业岗位的需求，切实提升学生未来的就业率和就业质

量。在实际施行过程中，高职院校必须保证企业在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目前，不少高校在与合作企业实行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育模式时，因为学校管理者存在着“学校本位”

思想，教育机制改革不曾深化，并不重视合作企业，导致合作

企业在育人过程中参与的时间短、任务少，主体性不强，加之企

业还要承担育人以及学生就业等方面的风险，付出与回报不成正

比，从而导致他们参与的意愿不强烈。为此，相关高职院校的管

理者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摒弃传统的学校本位职业教育模式，加

强与企业的合作，在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积极

组建由企业员工、学校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构成的育人团队，在

学校招生方面实现联合出题、联合面试，并且针对入学的学生，

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保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由专业课教师

教育为主，企业师傅教育为辅，而在企业实训过程中，则以企业

师傅育人为主，专业课教师育人为辅。而辅导员教师，则主抓学

生的职业道德和思想品质的培养。

（三）科学构建课程教学体系

在 供 给 侧 改 革 视 角 下， 高 职 院 校 实 行 现 代 学 徒 制 下 的

“1+N”人才培育模式，还必须科学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在实际

教学中，因为校企双方作为双主体共同办学，共同育人，确保学

生可以实现“一专多能”的发展。在构建专业课程教学体系过程

中，高职院校必须尊重合作企业，加强与合作企业的联系沟通，

邀请合作企业中的管理者以及一线骨干员工积极参与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的整理，编制更适合人才培养教学需求的校本教材。在

校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应适量增添本行业当前最新的理论知识与

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删减掉原教材中已经落伍的理论知

识。此外，高职院校还要与合作企业结合自身的优势资源，共同

打造学生技能实践基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培训，

促使他们能够在获取专业文凭的同时，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的职业

岗位技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职业岗位能力。

（四）积极建设“双师型”教学团队

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职院校要想实施现代学徒制下的

“1+N”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要积极建设“双师型”教学团队。具

体来说，这一教学团队是由学校的专业教师与合作企业的员工师

傅所组成的双导师团队。其中，学校组织本校相关专业中理论知

识丰富且有着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作为学生理论教学的教师，

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而合作企业则组织一线骨干员工作为学生

的师傅，带领学生开展实习实训。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在学校学

习期间，需要认真学习理论知识，而在企业实习实训时，他们的

身份则转变成为企业的“学徒”，而企业指派的岗位师傅，需要对

“学徒”进行全面的岗位工作指导，从而确保学生可以将理论学习

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进而实现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五）丰富优质资源的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优质教育供给在质量上存在两大核心问题。首先，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获得满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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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教育机会，这反映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部分地区和群体

难以接触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其次，优质教育的排他性也是一

个显著问题，一旦某些群体获得了这些资源，其他人可能就被排

除在外，无法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为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学徒

制成了一个重要的路径。这种教育模式需要教育工作者共同努

力，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推广现代学徒制，发挥其在

互联共享中的辐射效应，也显得尤为重要，这涉及到几个关键方

面。第一是创新奖励推广机制，这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对在现代

学徒制实施中取得的价值成果进行认定、奖励和推广，可以激励

更多的区域、学校和教师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实践，从而推动

其真正落地生根并取得实效；不容忽视的是，设立一个健全的质

量评估发布体系极为重要。建立一个权威现代学徒制质量评估与

监测中心，该中心承担起定期抽查试点院校、学科专业和特定课

程教学质量的职责，发布详尽的教育质量评估报告；第三，在创

新路径上，“教育 +互联网”的策略突出。建立丰富教育数据库，

通过线上 +线下教学形式推动现代学徒制互联网化。学生根据自

身情况，随时随地学习。

（六）生源供给探索“联合招生”方式

现代学徒制被视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它针对性

地解决了“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难题。这一制度以“招

工即招生”为核心策略，不仅加强学校与企业间的联系，还使得

教育与就业更加紧密地结合，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职业院校

与企业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的、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

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高职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破解招

生与培养的难题，在学院中高职衔接的基础上，借助中职学校的

校企合作优势，可以满足学生在日后学习的需求。这样的招生方

法构建起四方主体责任制度，包括学业、企业以及学生自己。指

导学生的除了学校的老师之外，还有企业的员工，学生可以同步

开展理论和实践的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专业型人才，除了提升

人才培养针对性外，有效性也得到了加强，实现教育与产业的

双赢。

（七）建立健全多元化评价体系

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职院校要想实施现代学徒制下的

“1+N”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要建立健全多元化评价体系。对于高

职学生而言，积极、全面的评价会让他们树立自信心，并及时发

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因此，高职院校必须积

极建立健全多元化评价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应在现行的过程评

价中引入企业导师评价，即引导企业员工师傅基于工作岗位制订

学徒考核评价标准，并基于评价标准对学生在企业实训过程中的

学习态度、表现和成绩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使之与学校的

评价体系相结合，构建更加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更好地对学生

进行全面评价，进而促进他们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为他们未来的就业及职场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现代

学徒制“1+N”人才培养模式，是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重

要方式，更是促进学生实现“一专多能”的有效手段。因此，高

职院校应予以重视，在教学实践中分析培养方式的策略，发挥院

校和合作企业自身优势，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赋能，使学校、

企业和社会形成合力，更好地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发展输送

更多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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