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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ual education system” mode has always been in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s main goal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skills,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manufacturing system has developed rapidly,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chnology 
and skills, and the “craftsman spirit” has also appeared in the government’s work report.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brie�y ana-
lyzes the de�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al education system” training mode, and explains the signi�cance of implementing the 
“dual education system” training mode.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how to use the “dual education system” mode for reference to do a 
good job in training process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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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元制”模式在职业教育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是以培养学生实践操作技能、高度责任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为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体系得以快速发展，企业和社会对技术和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工匠精神”也出现在了政府的工作
报告中。对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人才竞争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要分析了“双元制”培养模式的定义与
特点，阐释了实施“双元制”培养模式的意义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如何借鉴“双元制”模式来做好培养工艺工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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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元制”培养模式的定义及特点

“双元制”培养模式起源于德国，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了

职业教育的代表。太仓是中德企业合作示范基地，被誉为“中

国德企之乡”。自 1993 年一家来自德国西南部的中小型家族

企业——克恩里伯斯进驻太仓以来，越来越多的德企带着全

球领先、生产高度复杂的产品和技术进入太仓。20 多年来累

计 260 家德国企业进入太仓，形成了以精密机械、汽车零配

件为主体的产业 [1]。

随着太仓对德合作的深入，德企对机械类人才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为了满足太仓地区德资企业的用人需求，经过两

年多的协商筹备，中国江苏省太仓市政府、太仓欧商投资协会、

德国巴符州双元制大学、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四方合作举办中

国首个“中德合作双元制本科项目”。

“双元制”采取企业—学校共同培养的模式，不仅可以

最大限度地利用双方的资源，同时还可大大凸显双方优势，

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进而利于人才兼具理论知

识技能和实践操作经验。“双元制”培养模式主要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1.1 培养主体、教学内容、教材与教师双重化

“双元制”培养模式下，学校和企业联合承担人才培养

义务，学校主要负责知识素养培养，企业则负责实践操作能

力培养。教材双重化意为学校以理论教材为主，企业则以实

训教材为主。在学校里，导师的身份为大学教师；在企业里，

导师的身份则为企业的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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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生身份、考试、证书以及法律约束的双重化

双元制学生不仅是学校的学生，同时也是企业的实习员

工。学生不仅要在学校里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参加企

业组织的技能培训，而顺利通过考核的学生，则可以获得学

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并在毕业后顺利进去企业工作 [2]。

2 实行“双元制”培养的意义

2.1 弥补学生在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上的欠缺

笔者了解到，目前工艺工程师的岗位是十分紧缺的，而

不少企业的在职工程师也在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上有所欠缺。

借鉴“双元制”模式，可以有效弥补学生在操作技能上的欠缺，

同时还可帮助学生夯实相关理论知识，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

资源，帮助企业解决人才难寻、能力不足问题。

2.2 培养内容设计兼顾科学性与实用性

“双元制”培养模式会对企业和行业进行逐一的分析与

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来重新界定学校的课程，即以企业的经

营活动为核心来选择课程内容。这样一来，学生在学校中所

接收的理论教育涉及知识面更广，综合性更强，尤其会对学

生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以重视。而在实践课

程方面，企业则会协同学校，给予学生一系列的专业技能训练。

如此一来，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均会得到提升 [3]。

2.3 有效弥补企业培训力量的不足

对于企业而言，单纯依靠企业来培养人才的话明显是不

够的，而培养经费也会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学校的加入可以

为企业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进而可完美解决企业培训能力

不足问题。

2.4 有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提升

如前文所述，“双元制”培养模式不仅注重学生的专业

知识培养，同时也十分注重学生从业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

全面培养。在“双元制”课堂中，学生占据主导地位，是知

识与技能的主动获取者，这一转变有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和

积极性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3 基于“双元制”模式下工艺工程师的培养

从目前来看，中国工艺工程师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行

业中的专业人才仅占很小一部分，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均是

经过长期的劳作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然后才转化

为了工艺工程师。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操作技能较强，

但在系统理论知识方面特别匮乏。然而，现代企业与行业对

工艺工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先进的技能，

还应熟知行业相关理论知识。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了借鉴“双

元制”理论进行工艺工程师培养的对策，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3.1 加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双元合作

“双元制”模式为工艺工程师的培养提供了“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新型人才发展道路。从学校角度而言，一方面，

学校可为企业提供理论培训、技术援助等学习支持；另一方面，

学校可借助实训教学的开展，承担起企业生产任务，进而帮

助企业减轻企业厂房投入。企业则可大力参与学校的人才培

养与学习活动，为教学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还可赞助学校实

训基地的建立，以此帮助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培养工艺工程师的过程中，学校应就企业岗位所需的

素养和能力要求进行全面剖析，并依据岗位实际工作内容、

流程、任务以及相关标准来逐一分解教学任务，并在此基础

上对工艺工程师岗位所要求的综合职业素养和能力内涵进行

具体分析。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相关理论知识后，还需通过实

践操作来完成就业和成才的目标。因此，企业需为学校提供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 [4]。

3.2 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的专业教师学历都在硕士以上，他们

基本都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却普遍缺少实践操作技

能，这与他们缺少企业实践有关。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应多

多鼓励教师走出校门，走进企业兼职，努力学习实践技能、

认可企业文化，然后再将企业工作中学习到的工作技能与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教学中，这样才能保证课堂传授知识的实

用性与针对性。

除了鼓励教师走出去，我们也要多多请进来，如聘请企

业中的机械工艺专家来做相关讲座，为教师讲解教学过程中

的重难点，进而将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新工艺、新技术带

到学校技能培训中，促进学校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

3.3 在专业教学中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企业参与进工艺工程师培养活动中后，学校人才培养目

标奖更加明确，学生的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发展能力均将

得到质的提升。为真正适应未来岗位需求和企业发展需要，



91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2 卷·第 05期·2019 年 09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2i6.2442

学校还应注重学生的潜力开发能力与适应能力 [5]。对此，学

校需在校内建立相关实训实习基地，将知识技能培养与全面

素质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3.4 进一步丰富实践活动环节

为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提升自我，真正做到将知识转化

为实践操作能力和就业创业素质，学校可联合企业定期举办

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如大学生职业生涯节、就业能力

高阶训练营等，我校多次邀请了中国知名企业的人力资源经

理与行业内专家来本校作培训讲座，培训内容涉及岗位职业

素养、职业规划、创业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借此帮助学

生更加深入了解企业对工艺工程师岗位要求以及学生在未来

工作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4 结语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市场的行业竞争愈加激烈，机械行

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中国机械工艺工程师岗位严重缺乏

人才。欧美国家借助“双元制”培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工程师。鉴于这些优秀应用案例，我们也应大力推行“双

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企业同院校的联合，为企业培养

更多优秀的工艺工程师，促进中国机械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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