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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师徒制”概述

现代师徒制是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推进的一项育人模式，在高职院

校中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和最易于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国外， 德国等发达国家对现代师徒制的研究与实践起步早、水

平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例如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
和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等，为现代师徒制的发展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内，我国现代师徒制教育发展时间较短，
在现代师徒制的研究一直处于在摸索中实践， 在实践中完善的状态。
但是在一些地区和学校的现代师徒制探索也已初显成效，走出了一条

适合自己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2 当前高职院校软件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随着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各层次软件人才的需求也日益

增强。 但现实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高职院校培养

了大量的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大量的

企业岗位空缺，却招不到满足条件的人才。 这种矛盾反映了当前高职

院校在软件人才培养模式上与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差距，主要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1）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职业岗位需求相脱节；（2）校企

合作的深度不够，层次较低；（3）传统教学模式单一，理论与实践相脱

节；（4）教师项目经验不足，实践能力偏低。

3 构建校企“现代师徒制”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措施

为了解决当前高职院校在软件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的问题，惠州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知名企业旭日集团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教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育人平台———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IT 创新创业研发中心”，共同推进“现代师徒

制”的育人模式，培养满足行业、企业需求的 IT 创新软件人才。
3.1 校企深度融合，共建“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育人平台

（1）校企共创品牌订单班———真维斯软件实验班

“订单班”培养是目前高职教育中工学结合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深

入调研软件专业岗位人才技能需求的基础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与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深入探讨、携手合作，于 2014 年 9 月创

建了“真维斯软件实验班”。
该实验班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教育

理念，以“培养 IT 创新软件人才”为目标，着力改革传统单一的教学模

式，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同时，为解决“实验班”的延续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拟采取“迭代

式”人才培养方式，即上一届实验班学生在校期间充当助教指导下一

届学生，以老带新，迭代推进。
（2）校企共建校内 IT 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IT 创新创业研发中

心

校企共建校内人才培养基地，不仅能有效解决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弊端，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能有效促进校企之间的交流，为高校“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打下基础。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真维斯服饰（中

国）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共同打造校内 IT 创新人才培养基地———IT 创

新创业研发中心，该中心主要承担项目开发与测试、实践教学与科研

等任务。 通过研发中心把企业和项目引进学校，并融入到实践教学与

科研当中，真正做到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

合。
目前该中心的研发团队由企业工程师、学校专业教师及实验班全

体学生组成，共同开发旭日真维斯的真实项目。
3.2 项目引领，践行“现代师徒制”育人模式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推行“现代师徒制”育人模式，通过“学校专

业教育+企业工程师带徒开发项目”来实现学校与企业、学生与工程师

无缝对接。 基于“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育人平台的真维斯软件实验

班构建了如下图所示的现代师徒制育人模式：

图 1 现代师徒制育人模式

（1）校企双方互聘，实施“双元育人”机制

建立“双向挂职”、“双导师”等“双元育人”机制，实现校企双方“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双赢结果。 依托 IT 创新创

业研发中心，教师进驻研发中心并在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的 IT 项

目开发与测试工作，提升教师尤其青年教师的项目开发能力，培养教

师“双师”素质。 同时，企业工程师参与学校的教学计划制定，并担任兼

职教师参与学校的专业教学。 通过校企双方互聘、双元育人，使得教学

过程既是师生获得技能训练的过程，也是为企业开发产品、创造价值

的过程，真正实现在育人中创收、在创收中育人。
（2）紧扣岗位需求，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结合当前软件行业的发展形势，校企联合成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从人才需求调研、就业面向、职业岗位能力分析、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及课程体系建立等方面，共同展开研究和讨论。 其中课程体系的

构建围绕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养成，以真维斯真实项目

为载体，以典型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为核心，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整合

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形成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 有效地将教学过

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突出“学中做、做中学”，体现现代师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的特色。
（3）改革教学模式，实施“项目驱动式”教学法

“项目驱动式” 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为基础的教

学方法。 它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岗位需求为依据，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引

入课堂，再把项目划分为模块，按照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分工开发，让

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知识与技能。 以下是“真维斯软件实验

班”构建的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示意图：
（4）改革评价方式，采取“专业技能+职业素质”双评价标准

结合“现代师徒制”的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实验班学生的学习效

果评价方式采取专业教师评价与企业工程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校企

双方共同参与考评的全过程，以保证其科学性。 参考（下转第 116 页）

基于校企合作的“现代师徒制”软件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真维斯软件实验班”为例

李观金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惠州 516057）

【摘 要】本文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通过校企共创“产学研一体化”育人平台———“真维斯软件实验班”+“IT 创新创业研发中

心”，践行“现代师徒制”育人模式，共同培养具有软件开发实践能力的 IT 创新人才，实现学校教学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
【关键词】校企合作；现代师徒制；软件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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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1 页）企业对员工评价和考核方式，制定出实验班学生的“职

业技能+职业素养”双评价标准，并通过“个人自评+小组互评+专业教师

评价+企业工程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实现，强调过程性考核。

图 2 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

4 推行“现代师徒制”的实践效果及经验总结

（1）项目引领，创新模式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构建了校企协同育人新平台———“真维斯软

件实验班”+“IT 创新创业研发中心”，践行了“现代师徒制”育人新模

式，教师同时也是企业工程师，学生同时也是企业员工，将企业的真实

项目引入课堂，让师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提高专业技能。
（2）教师提高，学生成长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的指导老师，带领学生团队在 IT 创新创业

研发中心参与企业真实项目的开发测试工作，具有教师和企业工程师

双重身份，培养了“双师”素质，促使实践教学效果和质量大幅提升。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的学生，同时也是企业员工，教学采取企业化的

管理模式，实行打卡上下班考勤管理制度，让学生提前熟悉了企业的

工作环境，缩短将来适应生产岗位的时间，加速了其成才的过程。
（3）服务社会，效益显著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举办三年以来，培养了近 120 名优秀的应用

型技术人才。 “IT 创新创业研发中心”的师生研发团队已经参与了“常

宏渠道管理系统”等 7 个 ERP 系统的开发测试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 实验班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100%， 为地方经济做出了突出贡

献。

5 结束语

“真维斯软件实验班”的教学实践证明，基于校企合作的“现代师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符合职业教育教学的规律，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的有效途径。 通过“IT 创新创业研发中心”把企业和项目引进学

校，并融入到实践教学与科研当中，真正做到企业与学校零距离对接，
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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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I5×5D=05×3

由于实际系统要根据实际要求确定观测器极点，所以在此假设极

点分别为：
P=-1，-2，-3，-4，-5
计算观测矩阵 G
状态反馈矩阵 K
前置补偿矩阵 T
解耦控制前后对比：

图2

可以看到解耦后输入输出之间的耦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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