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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

专项培养计划，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两者都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改革，促

进企业需求侧和教育供给侧要素全方位融合，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向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探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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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optimize 

the typ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centered on the people of moderniz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ield engineer special training pl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both people-oriented concept, 

promot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promote the enterprise demand side and 

education supply side elements comprehensive fusion, from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skills to 

cultivate high-level technical skills personnel to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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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力量，一直以

来，被视为培养企业工匠的沃土。我国的产教融合历史可追溯到 

1958年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60年代进行

了“半工半读”的教育试点制度；80年代后，全国许多学校探索

“校企合作”和教育合作模式，高职院校更是广泛地与各企业开

展不同类型的“合作教育”，培养应用技术人才，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高职院校把握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使命，在培育新质生产

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断进阶、逐步走实。2014年开始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现代学徒制被视为一种新的校企联合培养人

才方式。近年来，教育部组织开展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

培养计划，进一步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2024年，教育部公

布了第一批106项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立项项目。

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是推广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的重要

载体，是培养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的高技能人才的关键举措，对

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向培养高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探索发力。职业教育不仅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的主阵地，更是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就有一道槛必须迈过去，这就是新型工业化。推进新型

工业化，必须有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高技能人才。

目前，已有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探索，联

合成立“现场工程师学院”，将真实且高端的企业智能生产线搬

进课堂。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教学资源，

共同组织课程教学，共同制订评价标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按

照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到2025年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现

场工程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场工程师实现保“量产”

后，如何保“质量”？何种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完成这些目标？

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对比与借鉴

现代学徒制最早起源于德国职业培训，后为了解决各国人才

紧缺，被不断更新、改进、完善，如英国的三层级学徒制、德国

的“双元制”、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瑞士的“三元制”等

（邱冬冬，2023)。经过10年发展，现代学徒制发展成为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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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组成部分，是现代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模式（黄巨臣，

2023)。[1]学界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丰富，产教融合对

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较为匮乏。现场工程师区别于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定位。有研究者提出，要结合企业具体的用人需求、具

体工作岗位需求，这一做法将企业摆在鲜明主导地位。高职院校

跟企业有天然的联系，并且要清楚企业对应用技术的一些需求，

要为企业解决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难题。[2]另一方面，企业的科研

成果要反哺专业的建设，反哺人才的培养，使高职院校毕业生能

够在学校掌握更新的技术。

二是课程体系。有研究者认为，应依据企业具体岗位需求，

在课程设置上突出课程的教育性和生产性。学生要同时具备课程

单元与产线设计、仿真、装调、运维等工程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团

队协作、项目管理和技术创新的职业素养。

三是模式和过程。实践中，越来越多“专精特新”企业走进

职业院校，精准培养在生产、工程岗位上，用科学技术创造性地

解决技术应用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技能人才，产教布局高度匹

配、服务高效对接、支撑全行业发展，形成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

相融共生、同频共振的局面。[3]

四是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管理。产业的最高端的生产技术标准

引入到教学当中，体现了职业教育的高端性先进性和引领性，高

职院校用这样的技术标准培养高端技术人才，将会在产业中发挥

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评价（如图1）。有研究者认为，现

代学徒制评价主体应该是参与者多元评价，形成校企分工合作、

协同育人，成本分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与管理，共建校企命

运共同体的长效机制。[4]

 > 图1.产教融合人才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模式 

三、引入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

（一）产教融合与现场工程师模式的关系契合

现场工程师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学界共识，但通过

职业教育如何促进现场工程师的人才培养、如何评估这种效果等

研究不足。职业教育应培养胜任工科领域和工程部门岗位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5]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提高职业教育适应

性、完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和赋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升

级的重要举措。学界对于现场工程师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如图2）：

一是产业价值。职业教育是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

密的教育类型，瞄准现场工程师培养核心任务，持续打造可示范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案例，培养应用型、复合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

师，是响应时代号召和满足企业需求。[6]

二是学校育人路径。将充分发挥教育数字技术企业的赋能作

用，整合产教融合行业产业企业资源，助力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

建设，培育更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质量数字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为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践

行担当。

三是目标愿景。实施高层次中国特色学徒制，应落实深化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加强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实现教育

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真正对接，以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形成赋能现场工程师人才快速成长的培养生态圈。

 > 图2.产教融合“现场工程师”育人路径示意图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现场工程师的相互关系的剖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而现场工程师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

式现代化密切的相关。[7]两者关系如下（如图3）：（1）现场工程

师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中国式现代化

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现场工程

师。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2）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和价值观相契

合。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民福祉与社会和谐稳定，追求可持续和

绿色发展。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实践能力、职业素养和

职业道德，能够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现场工程师，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3）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与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产业结

构不断升级和转型，注重创新驱动和高端制造。现场工程师具备

较高的技能水平和实践经验，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需求，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和转型。（4）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与职业教

育现代化相呼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教育体系与现代化建设相适

应，注重培养创新型、实践型人才。[8]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优

化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满足中国式现代

化对高素质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促进职业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深

度融合。

 > 图3.“现场工程师”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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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 ——

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我

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

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9]基于前面理论考察和相互关系

剖析，结合已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文献研究，中国式现代

化视域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如图4）。

主要包括四个层次：（1）人才培养模式的内容：培养目标

（新思想引领、以生为本、工匠精神、市场导向和社会需求）、

培养理念（科教、产教、创教融合和协同创新）、培养方式（校

企合作、联合培养、工学结合和师徒共进）和培养内容（课程体

系、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实践平台和评价体系）。[10]（2）现场

工程师的要求：有知识（公共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素质高（思

想品德、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力强（计算机、英语、专业

和实践能力）和懂技能（操作、工艺、管理、协作和创新技能）

的复合型人才。（3）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目标：通过

理论学习和文化熏陶，提升综合素养，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11]

（4）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愿景：打造校

企命运共同体、推广中国特色学徒制、完善工程师培养体系和推

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更好发挥职业教育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

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职教力量。具体见图3。中国式现

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现场工程师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

人才模式，两者都以人为本理念，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才

培养和职业教育改革，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战略高

度，科学回答了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

 > 图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框架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产业契合度，人才培养要

面向产业发展，产业全链条。

（1）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进行研究：中国在经济、社

会和文化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特点，这也影响到中国职

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和优化。将从“中国式现

代化”的角度出发，[12]探讨如何结合国际先进经验和理念，构建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

（2）聚焦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研究对象是现场工程师，这

是一个重要的职业教育领域。学校助力企业搭建人才培养与技术

创新平台，企业推进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联合建设现场工程师

学院、虚拟仿真基地、AI数字课程制作中心等校内教育数字化新

型基础设施，共同孵化一批技术前沿领域科技成果，通过专项培

养，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现场工程师培养标准和模式。[13]

（3）强调实践教学和教育评估的重要性：强调实践教学和教

育评估的重要性。实践教学是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关键，只有通过

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相关技能和知识。每学年结束以后，有个综合

实践项目让学生把前面学的这些理论，通过做一个实际的产品，

把这个技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内化为他自己实际的能力。[14]同

时，培养质量评估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对人才培养效果的

评估和反馈，才能不断优化教学模式，提高培养质量。

（4）跨学科合作和协同的实践：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协同实

践，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流。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协调不同

学科的专家和教师，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流。[15]这需要建立

合理的合作机制和协调机制，同时充分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形

成合力，共同解决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中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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