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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目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入深水区的背景，高职

化学制药技术专业落实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满足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办学主体、教学制度、教学团队及资源、学生管理等方面探索了化

学制药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为产教融合大背景下的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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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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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n-
tering deep water, the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implements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s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tal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mode of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specialty is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school-running subject,
teaching system, teaching team and resources, student management, etc. ,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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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产教融合是院校为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而与行业企业开展的一种深度合作，其本质是

一种跨界融合，合作双方将各自的一部分资源拿出来进行合作共用，以达到资源互补、发

展共赢的目的。产教融合体现的是精准对接行业需求和社会需求，融入企业的生产环节和

研发环节，融入产业的技术进步链条，融入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政

策。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2019年发改委、教育部印发《试点建
设培育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方案》、国务院 6部委印发《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提出破除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推动校企双方资源、人员、技术、管理、文化全方位融合。

2022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的意见》提出深化改革的新举措“一体、两翼、五重点”，深化供给侧改革，打造市域产

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2023年 6月国家发改委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示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提出了五方面 15条政策措施，通过“试点、政策、资金”三个抓
手，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目前，国家从政治、法治、舆论和行政等方面已形成了实

施产教融合政策的良好的环境。

二、产教融合强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现代学徒制从字面理解是“现代”与“学徒制”两个词的组合，但实质上，它是一种现

代职业教育制度，其核心要素与基本特征是校企一体化双元育人，学徒具有双重身份（既

是学校学生也是企业员工），工学交替，岗位成才。其人才培养过程注重技能的传承，由校

企双方共同主导，设立规范化的企业课程标准、考核方案等，有利于促进和实现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是产与教深度融合的一种形式。[2]

医药产业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广东省是医药大省，为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广东

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坚持健康育人的办学理念，服务健康中国、健康广东、卫生强省建设，联

合相关制药企业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学校 2020 年与广州隽沐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开展“化学制药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开展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但以往的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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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学校热、企业冷，合作难以深入长远”、“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

张皮、人才培养机制运行不畅、人才培养适应性不强”等系列难题 [3]，因此现阶段职业教

育要实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产教融合在角度站位上应更强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的产教融合工作开展在企业选择上，优先选择行业产教融合型

企业，该类企业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方面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合作意愿强烈，是产

教融合得以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其次，要充分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校企双方通过签

订联合培养人才协议，共同制定学徒制试点相关管理办法，实施企业与学校双重领导、校

企双元制育人。由企业和学校联合开展招生工作，校企双方共同确立并制订现代学徒制的

办学模式、招生对象、报名资格、招生考试以及录取工作等的相关内容和规程；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的确定、培养规格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计、考核评价机制

的优化等方面。从而形成教育和产业的双向奔赴、相互赋能，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要求。

三、构建学徒制教学相关制度及标准

为推动校企合作、实施产教融合，化学制药技术专业学徒班从教学标准、教学管理制

度及教学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校企共同制定专业教学标准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制药行业的发展现状，在课程体系设计时，校企要从学生未

来所从事的工作岗位能力与素质要求出发，分析对应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重构岗位知识

和技能，确定现代学徒制所需的教学内容。同时设立校企课程建设协作小组，定期对课程

内容进行反馈和修正。企业是现代学徒制课程开发的重要一环，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学校教师也要经常到企业调研和挂职锻炼，了解行业企业发展的最新技术，有助于其在进

行教学资源建设时更好地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帮助学生实现专业学习与就业的良性

过渡。[1]

（二）校企共同建设教学管理制度

现代学徒制不同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其培养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工学交

替。因此，需要合理安排老师及学生（学徒）教学工作，即在工学交替的模式下，学校和企

业要进行充分的协调沟通，合理安排在学校的理论学习时间及在企业的实习时间。我校化

学制药技术学徒班理论教学工作主要由学校专任教师组织负责开展，可在学校、企业或通

过在线方式完成教学工作；实践操作在企业厂区完成，主要由企业中具有相应资质的带教

师傅组织实施，实现柔性化教学，构建师徒型师生关系，校企双方共同配合，联合完成育

人目标。另外，校企还需要建立专门的保障机制并签订相应的协议来保证学生的权益，通

过制度规范学校、企业和学生（学徒）的责权利，对整个过程进行协同管理。我校校企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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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共同制定教学管理制度包括《现代学徒制班日常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班学生管理办

法》、《现代学徒制班教师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班奖学金评审办法》、《现代学徒制教学

绩效评价及奖惩办法》等，以保证和规范学徒制班的日常教学秩序。

（三）校企联合开发教学内容和教材，改革教学方式，提高学徒学习积极性

根据制药行业的发展现状，有机结合合作企业现行化学制药工艺、品种特点及未来发

展规划，采取以化学制药技术专业的理论课程为基础，强化化学制药技术的实践技能训练，

并围绕企业现有品种的生产工艺及工序为重心展开教学工作。

1.创新教学内容
以能力本位教育为指导，由企业、学校双方共同通过全面分析职业角色的活动及所涉

岗位的职责得出其相应需具备的能力，以培养学生具备这些岗位能力为目标，研究制定教

学内容，进行相应的专业及课程建设，编写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高质量培训教材。目前校

企共同开发了《有机化学》、《有机合成》、《药物分离与纯化技术》、《药物制剂技术》等专

业课程教材。

2.改革教学方式、开发教学资源
改革传统教学方式，提高企业参与力度，加强工学结合的有机性和紧密性，着力促进

知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紧密衔接，帮助学徒在实习中积累国家职业资格评估所需的明材料，

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校企联合开发立体化教学资源（包

含行企业情景录像、动画视频、微课、虚拟仿真实训），同时融入课程思政内涵，实现立德

树人目标。

3.建立多元考核办法
考核评价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的双主体作用，实施过程考核、学期考试与企业绩效考

核相结合的多维度评价模式，提高学徒学习积极性的同时，满足岗位和企业的发展要求。

四、校企共建双导师“互聘共用”教学团队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学徒制教学的关键成败因素，双导师“互聘共用”教

学团队建设是根本保障。

（一）“双导师”教学团队建设

我校化学制药技术学徒制专业教学团队由学校的资深教师与企业中具有丰富一线工作

经验的带教师傅共同组成，包括学校的省级教学名师、行业青年教学名师、骨干教师；企

业的高级工程师、技术能手、优秀员工。学徒班学生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授课，理

论教学工作主要学校教师组织负责开展，实践操作主要由企业中具有相应资质的带教师傅

组织实施，实现柔性化教学，构建师徒型师生关系，校企双方共同配合，联合完成育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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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时，校企双方师资互相学习、资源共享，培养既是专业专家，又是技术能手的“双

师型”队伍。

（二）制度保障、提高教学团队积极性

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双方建立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对于学校教师的企业

实践锻炼予以政策保障，在提供相应资金支持的同时对专任教师加强企业锻炼的考核。另

一方面建立健全企业导师的选聘标准，对参与教学、教研任务的企业兼职教师，从制度上

立项，保证教学工作时长与绩效考核机制，从而让企业兼职教师更好地参与教研，在拍摄生

产岗位微课、虚拟仿真实训设计时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注入活力，产出更多教学成果，以

此提升企业导师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坚持发挥企业为主体作用，依

据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教学制度及标准，加快“双师型”队伍建设，是

化学制药技术专业学徒制试点探索出的实际经验，可为产教融合大背景下的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参考。

五、结论

通过对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深入探索，本文展示了如何通过政策支持、企业参与、和

校企合作来有效推进现代学徒制，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以化学制药技术专业为例，我校在

办学主体、教学制度、教学团队及资源、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

实践成果。具体包括：坚持产教融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校企共同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和

管理制度；改革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内容；建立多元考核办法；构建双导师“互聘共用”教

学团队，促进“双师型”队伍建设。这些措施不仅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也为

企业输送了符合市场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双向赋能。通过这些探索与

实践，化学制药技术专业学徒制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未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责任编辑：陈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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