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证书与资格标准对接。

二、实践案例具体做法

（一）案例详情

随着 2019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鼓励应届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和新型职

业农民等报考，并部署了高职扩招 100 万的任务，各所高校都在积极筹备扩招事宜，台州职

业技术学院玉环校区以对接玉环当地的产业为根本任务，从提高玉环当地的技术技能工人出

发，组织周末班等扩招班级的教学活动，为当地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例如与浙江双环传

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双环班”，共 28 名学生，通过扩招来到玉环校区学习，这 28

名学生都是玉环当地的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名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四种类型。所以

这次以“双环班”为例，阐述百万扩招下的“四类生源”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1）学情调研摸家底，定制个性化方案。百万扩招为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和新型职业农民进入校园提供了宝贵机会，但这四类生源文化基础弱、学习能力不足、信

息化应用能力弱等问题接踵而至。玉环分院通过多轮学情调研，全员访谈摸清学生学习动机、

基础、目标、就业需求、技能需求、创业需求等，以提升学员在原行业中的职业竞争力为最

终目标，根据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的行业分布，将培养目标在

专业大方向的基础上按公共安全（交警、辅警、消防、保安）、乡村振兴、创新创业、社区

街道、技术能手 5 类进行细分。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方案，指定学业导师逐位分析，合并

归类，在教学中打破专业限制，按需开课，分类教学，尽最大努力为每位学生制定个性化人

才培养方案。

（2）实施特色课程体系，实现岗课证融通。通过投入大量师资力量，设计个性化人才

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做到岗课证融通。比如“双环班”的一位仓库管理员不知道数控技术

专业对岗位有什么用，就业多年，认为更换到企业管理专业比较合适，学业导师通过企业实

地考察，了解到企业正计划进行数字化工厂改革，而仓库将进行全机械化、数字化操作管理，

为此学业导师对该学生进行自动化仓库所需要的数控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结构化人才培养

方案设计，并为他聘用一位企业导师，极大提升了该农民工的就业水平。

（3）校企共建核心课程，完成产教深度融合。“双环班”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

企业全程参与，邀请企业专家深入教学中，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量身定制了《减

速器设计》、《减速器制造》、《齿轮加工工艺》、《齿轮常用材料与热处理》、《齿轮加工专技训

练》等五门专业核心课程，真正的实现了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学习完这五门核心课程，就能

够实现无缝对接，真正的落实了招生及招工，完成现代学徒制的培养。

（4）企业家进校园，提升指导专业化水平。台州民营经济发达，有创业意愿的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不乏其人，玉环分院积极多渠道、多层次组建

创业服务指导团队，将创业经验丰富、关爱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

民、热爱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吸纳进来，发挥指导团队在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规划、创业指导、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提高了服务

指导的专业化水平。引进上市公司苏泊尔、双环传动、浙海德曼等企业进校授课等 27 次。

（二）实施效果

招生及招工，校企联合培养，提振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再



就业创业信心。到目前为止，“双环班”学生创业人次 45 人，占比 17.3%；开展创业培训

30 多场次。例如，双环数控的陈某同学，其创业的企业开发的多孔凝胶枕头拥有多项专利，

因其具有良好的支撑力、弹性、透气性、可塑性，且没有气味可直接水洗等特点，远销欧美。

年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万元。例如，双环数控的翁某同学，通过引进企业家来帮扶，通过在

玉环分院的专业学习，短短一年时间就从生产跟单员提任到生产部经理，工资待遇实现了质

的飞跃。这些效果的取得都是玉环分院在百万扩招下落实产教城融合取得成果。台州职业技

术学院玉环校区自 2019 年筹建以来，一直秉承“温台”职教高地的建设要求，在培育过程

中坚持五个一体化培育，即：教室与车间一体化；学生与学徒一体化；教师与师傅一体化；

教学与生产一体化，今后依然会依托玉环当地的产业，探索出一条适合玉环当地的现代学徒

制育人模式。

三、实践案例创新点及建议

（一）案例总结与创新点

纵观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二者的历史逻辑存在高度的统一，

从旧中国的初步探索到新中国的艰难构建，乃至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始终伴

随着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目前随着玉环市政府、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当地的上市企

业等各方对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高度统一，在为玉环市 10 家上市公司和 1100 多家规

上企业的汽摩配、水暖阀门和经济型数控机床产业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形成产教城协

同发展思想引领政校企深度合作模式，主要创新点如下：首先形成一套适合玉环当地的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形成了新的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模式；最后为玉环市的共

同富裕形成助力。

（二）推广价值

目前建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中职+高职+企业”这种新型学徒制教学，人才共育模

式，校企师资队伍共建，校企实习实训基地共建，人才培养质量监控等。这种模式今后

可以推广到其他类似玉环市产教城环境的地区，为当地培养高技能人才和就业率提供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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