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双元制等模式，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改革方案，为我

国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指明了发展方向。

针对目前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合作载体难

以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机制、教学支持难以满足“工学结

合、协同育人”教学要求、培养路径难以实现“精准上岗、晋升通畅”

高质就业等，学校引入 IHK（德国工商业联合会）标准双元育人模式，

依托省产教融合示范基地项目“中德学习型工厂”，与浙江省产教融合

试点企业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校内外“双学习型工厂”双循环协

同育人模式，探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本土化实践途径。

2.案例简介

2.1 实施历程

2018 年 5 月，台州职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学院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订单班合作协议，分别在 2017级、2018级两届在校学生完成“永高

订单班”组建，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2018 年 6 月，德国莱比锡工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实地考察，确立

永高股份满足中德学院“双元”办学中的企业学习型工厂环节，图 1为资

质认定环节。

2021 年 2 月，中德学院与永高股份以理事会制度的形式，成立永高

产业学院，在产、学、研、用、资、教、训全方位校企合作。永高产业

学院建成后，由学校与永高共申共建共享共有共用的“台州 IHK考证中

心”“教育部双师培训基地”“中德学习型工厂示范基地”“台州市模



具产业知识产权联盟”正式启用，标志着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进入

了一个崭新阶段。

图 1 中德学习型工厂资质认定

2.2 实施结果

永高产业学院累计投资 180万元，已开发 9门课程，有 17名教师

通过了德国 IHK培训师以及 9名教师通过 IHK考官资质认定，共开展

社会服务 5次，完成“降低内压管件注塑残余应力工艺技术及检测方法

研究”“管道弯头模流分析标准库”等科研攻坚 3次，累计为企业创收

2000万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100%。

2.2 案例详情

（1）探索多元合作办学新体制，构建中德合作双学习型工厂新机制

联合德国 BBW 教育集团、苏州易北集团、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物

权、知识产权、现金等形式作为股权投入，建立基于德国 IHK 标准打造

的校内基地工厂化和企业车间教学化的“双学习工厂”，并组建永高产

业学院，下设“双学习工厂”两个基地，探索双元育人模式，规范一系

列完全企业化的考勤、考核、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创新现代理事会

制度模式下的中德合作产教融合办学新机制。



图 2 校内外中德双学习型工厂机制

（2）构建适应 “学习工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教学标准体系

永高产业学院在进行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时，充分借鉴德国相关专业

的《框架教学计划》和《培训条例》，以教育部 IHK 考试中心为平台，

建设以模具设计为核心，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为辅的智能制造

专业群，借鉴德国《框架教学计划》和《培训条例》，与企业合作共同

开发出了以项目课程为主题的“公共课程+核心课程+企业项目课程”

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开发一批“双学习型工厂”制度标准、场建标

准、专业标准、师资标准、教学标准，建立常态化周期性的绩效评估与

运行监控制度，完善就业单位，行业协会，学生及其家长等利益相关方

共同参与的第三方评价制度。



图 3 学习型工厂“双元”育人标准化保障体系

（3）完善互聘互用机制，打造多师混编的优质教学团队

按照“国际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建设要求，学校、企业、德方

机构共同打造专兼结合、校企互聘共同的由“德国外教专家+中方企业

培训师+专业教师+企业兼职教师”组成的多师混编教学团队，以技术服

务为纽带密切校企合作，通过多师融合教师队伍互聘互用协同发展，促

进产教融合专业建设，如图 17所示。

图 4 混编教师队伍提升服务企业能力



（4）多元联动，上下游企业联通，实现“精准上岗、晋升通畅”高质

就业

依托产业学院校内外中德双学习型工厂平台，多元联动，上下游企

业联通，实现精准高质就业。一是校企实现招生、培养、就业联动“三

位一体”良性互动机制；二是构建“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求职就业实

用技能指导+就业实习实训+职场适应”一体化课程体系，开设“就业大

讲堂”，为学生提供全程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服务“套餐”；三是联

合企业，实现产业进校园，文化进课堂，定期开展以企业冠名的“企业

文化周+企业技能大比武”，为学生精准就业提供便利；四是以永高股

份为基点，以技术链上下游企业为主线，打通学生就业、晋升多渠道。

图 5 精准高质就业体系

3.实施效果

（1）学生受益。双元制班学生获企业奖学金 30000 元/生。首届 IHK

证书通过率近 95%，达到德国国内通过水平。起薪达 6000 元，高于省内

地市级院校同类专业近 2000 元。学生受到跨国公司青睐，在 2020 届毕



业生意大利商会专场招聘会和外资企业专场招聘会上，近三分之一学生

与 20余家外资企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2）专业提升。设立国内首家 IHK 台州考试中心；获教育部 4 个

项目建设立项：双师型培养基地、骨干专业数控技术专业、机器人协同

创新中心，高端装备开放性公共技能实训基地；成立浙江省产教融合示

范基地—中德学习型工厂，浙江省模具产业技术联盟；创立 2个省级十

三五优势特色专业和 1 个台州市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通过德国标准本

土化改造，制定专业标准 3 个、学习领域标准 15个、实训项目标准 30

个、本土化证书考核标准 1 个。

（3）教师发展。打造了多元结构国际化混编教学团队，长期合作

德国教师 3 人，有 16 名教师获得 IHK 培训师资质、9 名教师获得 IHK

考官，国境外进修培训 20人次；团队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1 项；

省级以上项目 4 项目，省级教改项目 4 项，浙江省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1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考核优秀；开展各类培训 5000 人次以上。

4.经验总结

（1）成功因素

聚焦于“德国职业教育标准的本土化应用”，开展创新研究，在形

成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工学结合教学标准，多岗递进培养路径等方

面取得突破，构建了以“学习工厂运行模式”为牵引，产学研育用创一

体的产业学院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以“学习工厂教学需求”为导向的国

际化教学标准，以“学习工厂多岗递进培养”为主线的人才培养路径。

（2）存在问题

育人机制需进一步落实：合作中存在企业参与程度不深，“一头热”



“两张皮”等问题在个别科研项目、平台申报合作上依然存在。

高质就业需进一步落实：学生毕业三年后存在就业的专业对口率较

低，职业期待吻合度不高，需要进一步深化落实

（3）进一步思考

需要进一步提高校企合作的紧密度，形成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需

要进一步突出为什么合作，与谁合作，合作做了说明，形成哪些成果或

者产生哪些变化；在职业教育与民营企业融合，职业教育中外融合方面

有哪些机制上的举措与突破点；可以为职业教育“浙江窗口”增添哪些

可以借鉴的亮点。

5.推广应用

牵头模具技术联盟协同单位、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协同单位分别达 20

余家，受益单位多达 100 余家；牵头成立台州市智能模具科技创新团队

与台州市模具知识产权联盟。借鉴浙江省产教融合试点企业永高股份成

功申报经验，牵头与赛豪、凯华、金宇等企业合作开展省级产教融合型

试点企业育人工作。

时任台州市市长张晓强为莱比锡 IHK台州考试中心成立揭牌，对中

德合作办学模式充分肯定。获市级以上媒体 5 次以上深度报道。成果总

结已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上发表并被封面推荐，同时也在全国

“一带一路——青年科学家论坛”上做了经验报告。接待来自泰国、重

庆、苏州、宁波、杭州、新疆等 30 余所兄弟院校来校交流学习。在校

内机电学院、汽车学院相关专业中得到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