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创新现代学徒制模式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智慧旅游人才“校·企·圈”

协同培育实践案例

摘要： 在旅游产业向数字化、智慧化方向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依托生产性实训基地，联合阿里巴巴集团、阿里生

态圈企业，共创“新旅游人才孵化基地”品牌，形成了现代学徒制

“校·企·圈”协同育人新模式，为培养智慧旅游人才，创新现代学

徒制模式，探索出一条具有区域特点和行业特色的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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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力。我国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

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根据疫情前的 2019 年中国旅游行业发展报

告，旅游经济继续保持高于 GDP 增速的较快增长，国内旅游市场和出

境旅游市场稳步增长。全年，国内旅游人数 60.06 亿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 8.4%；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为 10.94 万亿元，占 GDP 总

量的 11.05%。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 7987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10.31%。旅游业也是浙江省的支柱产业，是浙江八大万亿产业之一，

对全省经济发展和稳定就业等方面的贡献举足轻重。

2020 年以来，因疫情影响旅游业受到巨大冲击，在疫情期间信

息化技术在连接供需双方和挖掘新的盈利机会方面展现了卓绝的成

绩。先有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旅游产品，后有各地



博物馆、景区等开启 VR旅游新体验。“互联网+”、“智能+”已成

为旅游业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技术在连接供需双方、挖掘新

的盈利机会、帮助旅游企业复工复产、产品升级迭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和行业发展现实的推动下，变革传统的校企合

作模式，重塑陈旧的人才培育路径势在必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打破

惯用的人才培育边界思维，积极探索“校企圈”紧密合作的生产性实

训基地建设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育模式。

二、案例详情

（一）“三足鼎立”创新现代学徒制培养机制

“校·企·圈”协同育人是指学院与阿里巴巴、阿里生态圈企业

三方按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符合阿里巴巴岗位标准的新型旅游人才，

共创“新旅游人才孵化基地”品牌。学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以飞猪

旅行平台为依托，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组建师徒制创新班，引

入阿里青橙学院课程，开展阿里岗位技能认证，共建双师队伍。并联

合阿里生态圈企业，开展学生分段实习及就业，从而有效打通了人才

培养校企协同育人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阿里巴巴在互联网行业中的

引领优势，以及阿里生态圈企业在就业方面的人才需求优势。三方协

同育人模式框架如图 1所示，新旅游人才孵化基地的教学与工作场所

如图 2所示。



图 1 学院、阿里巴和阿里生态圈企业三方协同育人模式框架

图 2 阿里巴巴新旅游人才孵化基地教学与工作场所

（二）“五段递进”构建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了培养“旅游+互联网+智慧服务”新旅游人才，浙旅院组建现

代旅行服务专业群，选拔优秀学生组建阿里创新班。在课程设计上，

对接企业的岗位技能要求，将毕业证、阿里巴巴认证和行业“1+X”

证书相互融合，重构“综合素养课+专业群平台课+专业核心课+青橙

学院通识模块课+阿里巴巴定制课”的课程模块。构建了从专业融通，

到岗课融通，再到学训融通，再到书证融通的“四融通”课程体系，

如图 3所示。



图 3 “四融通”课程体系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实行“工学交替、技能递进”式的五阶段交

替培养，如图 4所示。第一阶段为理论学习，夯实专业基础，掌握基

本技能；第二阶段为识岗实训，接受阿里方课程学习和技能培训，开

展机器人模拟练岗，灵活安排校内基地和“双 11”、“618”期间的

短期基础技能实训，明确就业方向；第三阶段为试岗实训，利用暑假

旅游业务高峰期开展飞猪平台，并组织参加阿里集团的各项社会实践

活动，进行职业体验；第四阶段为顶岗实习，学生结对行业导师，进

入飞猪平台各类岗位实习并完成毕业设计，确立求职目标；第五阶段

为阿里认证考核和生态圈企业的技能提升，学生通过认证考试，取得

“客户体验官（2段）”等阿里巴巴技能证书，同时，学生可选择相

应的生态圈企业开展第二段实习，锁定就业岗位。



图 4 五段递进培养过程

（三）“三层保障”筑牢旅游人才培养质量堡垒

一是师资团队保障。浙旅院联合阿里巴巴、生态圈企业组建双师

教学团队—“达摩院”。“达摩院”教师由校方教师、阿里青橙学院

讲师、飞猪业务线讲师、常驻基地业务师傅和阿里生态圈企业师傅共

同组成，如图 5所示；二是专业质量保障。学校教师负责基础课、专

业群平台课、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授课；青橙学院讲师负

责职业素养、阿里文化等企业基础性课程授课；飞猪业务线讲师负责

互联网旅行服务核心技能课程授课；常驻基地业务师傅负责学徒实训

阶段的技能培训；阿里生态圈企业师傅则负责旅游新媒体营销、智慧

旅行服务等提升技能的授课和实习指导；三是培育机制保障。达摩院

建立了“师傅从企业中来，教师到企业中去”的校企协同培养机制。

定期开展双师提升计划，安排青年教师参加阿里青橙计划培训项目，

了解行业发展前沿，提升业务技能。同时，鼓励和引导教师参与阿里

的各类研究课题，打造“能上课，能干活，能研究”的高素质双师型



教师队伍。达摩院负责阿里创新班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并与专

业群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同研究制定课程、教材和教学资料。

图 5“达摩院”校企双师教学团队组成

三、实施效果

在“校企圈”协同育人模式下，学生通过在校学习、企业培训、

顶岗实习和阿里技能认证，掌握了理论知识和通用技能，“一对一”

师徒制指导精进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全面提升，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在 2021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由阿

里创新班学生为主组成的团队获得了省赛金奖。2021 届 80名阿里创

新班的毕业生，全部取得了企业技能认证证书，25 位名同学进入到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司就业，50 余位同学在阿里巴巴生态圈企业就

业，就业对口率高达 93.75%。

四、创新总结

（一）多元主体，融入生态，各司其责。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

企业、生态圈、学校共同制定人培方案，扎实推进主导的培养过程，

形成递进式的工学交替机制，达到人才培养和企业经济效益双赢。此

外，政府可对参与企业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调动企业参与高校育人

工作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