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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modern apprentice system of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major mainly explores how to rely on 
the brand-new training mode,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and real work task,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art profession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for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positions, to achieve a win-
win situation for both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e cor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de and it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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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校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建筑
室内设计专业为例
鲍澄澄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中国·江苏 镇江 212016 

摘　要

针对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主要探究如何以全新的培养模式、实用的教学内容、真实的工作任
务为依托，结合高职艺术类专业人才的实际特点，有利于建筑室内设计岗位人才培养的需求，实现学校与企业双赢。论文研
究核心是探究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方式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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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9 月，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江苏朵漫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深化校企合作，以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作为现代学

徒制试点培养载体，组建企业冠名班级，在“校企联动、学

训交替”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开展现代学徒制模式的项目

试点。

本项目的实施，既有良好的合作企业、优秀的合作专业，

又有雄厚的师资队伍（学校专业教师 + 企业骨干专家）、优

越的实训场所保障，具备很好的实施条件和基础。项目开展

以来，学校对基于产教融合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建筑室

内设计专业进行探究，积极探索提高专业教育质量的方法与

途径。通过阶段性研究发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

有利于学生提升实践工作能力，为日后的就业奠定扎实的专

业基础。

当然，由于还处于试点阶段，实施过程必然还会面临很

多问题，因此探索完善现代学徒制在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中的

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校与社会、行业、企业产教融合教育

工作，对于做好学生的全面培养工作有着重要的研究需要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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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高职类学校的教育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而现

代学徒制模式通过企业和学校的协同，学习主体既是学生，

又是学徒，拥有双重身份，企业师傅和学校教师共同传授知识，

可以更好地实现理论、实操、职业素养等全方面培养的教学

目标。这一创新模式为学校、企业和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为机动、

灵活的教育和学习途径。

研究难点包括：第一，合理配置专业教学资源，满足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第二，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过

程质量监控及保障体系；第三，研究深化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成效应用。

3 目前实施情况
3.1 教学成果逐步显现

我校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作为镇江市唯一的省五年制高职

特色专业，一贯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性、创新性，以实现“高

素质、有创意、懂技术、会设计”的创新型现代艺术设计人

才为培养目标。通过实际案例引领、职业岗位对接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全面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让学生较快地融

入职业真实环境，迅速掌握相关专业技能，学生表现得到企

业认可。

校企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紧密互动合作方

式，为镇江“江月楼”“颐高广场”等数十家工程项目提供

灯具的设计、制作，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

外，企业适应市场需求，主动进行转型升级，由灯具设计转

向建筑室内外 3D 全景样板房设计，创建了自己的家装类互

联网房屋展示平台——朵漫世家，制定“互联网装修虚拟互

动技术”的战略方向，投入市场先进机器设备，创设“互联

网 +3D+VR 项目渲染工厂”，通过互联网渠道，服务覆盖全

国的家装和工装市场。每周可以出 4 个场景切换的“虚拟互

动全景电子样板房”30 余套，产能为本地区行业第一。

3.2 评价体系逐步健全

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体系正初步形成，评价指标依据企

业生产岗位定制，参考企业的相关标准和制度，学生学习的

过程与企业生产的过程高度吻合，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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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定《现代学徒制教学评价表》，逐步形成企业师

傅评价、校内专任教师评价、社会用人单位评价、学生自评、

学校评价、认证机构评价、家长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有

力地促进了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学校与企业之间交流更

加密切。

3.3 运行机制逐步完善

构建行之有效的学徒制运行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我校和企业共同成立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工作小

组，就校企共同研制的各项制度，对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进行

了明确，并细化落实企业及学校方面管理人员职责，确保项

目顺利实施。

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完成学生与教师的线上交流互动，

提高班级学习与工作效率，促使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奋进的良好氛围。设立《朵漫冠名

班“5S”规范化管理标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学

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劳动观念及规范意识，养成必要的职业

素养。

3.4 资金、设备分配合理

按要求建设开放式职业教育互动场所，投资建设面积

2600m2 的“艺术设计与制作项目中心”。建设校内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工厂、专门的朵漫工作室。企业与学校联合共建硬

件设施，引进先进设备：配备单价 1.2 万元的高配置电脑 19 台，

满足室内装修行业对机器的高要求；配备高标准 VR 眼镜 10

台，通过 720 度全景效果图展示，让住户置身于未来的家。

建设专供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学生使用的实训基地，模拟不同

工种的施工场地，展示各种装饰材料，样板房，让学生能进

入真实的工作场地，直观的实物展示更便于学生理解掌握专

业知识，使教学过程最大化地与生产过程融合。

3.5 主要经验和特色

3.5.1 凝聚优质资源，打造高水平双导师型教学团队

现有朵漫冠名班在校生共 25 名，来自建筑室内设计专

业 17 级 14 名、18 级 11 名，室内设计专任教师 5 名，来自

行企兼职教师 4 名。

3.5.2 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实践性科学性教学课程

体系

校企共同合作开发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相配套

的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突破传统课程体系烦人设计

流程，遵循企业用人的需求、学生成才需要为准则，按照岗

位需求标准 [2]，以企业设计师为领衔介入课程体系设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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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学徒的专业技术能力。对《3Dsmax》《AUTOCAD》

《Photoshop》《Sketchup》等课程分章节编制授课计划、教案、

任务书，针对《3Dsmax》《AUTOCAD》《Photoshop》《Sketchup》

《色彩》《素描》《速写》《图像处理》等课程制定课程标准，

制定《3Dsmax》《AUTOCAD》《Sketchup》《图像处理基础》

等课程校本教材。

此外，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探索教学内容

的改革，由校企双方联合开发具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校

本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在前期工作室培养模式教学经验总

结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了《Photoshop》《3DsMax》《setuchup》

校本教材，并制作了一批微课资源。

3.5.3 推进校企联动，发挥由点及面示范辐射作用

校企共同开发基于岗位工作的内容、融入国家职业资格

标准的专业教学内容、资源和教材 [3]；建设泛雅平台；开发

专业教学资源的网络平台，将课程教学资源、专业相关知识、

专业前沿信息载入到平台上，以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方便学

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教师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由点及面

的示范辐射作用。

3.6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现代学徒制在中国职业教育中实施正处于试点阶段，没

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 [4]。在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朵漫世家”

冠名班级试点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难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能

力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内容与企业生产结合有一定的矛盾；

学习方式的阶段性；校企间协调较复杂；学生身份双重性；

校企管理的难度较大；权威教学评价体系尚未确立；教育成

效很难采取科学评估；企业效益不明朗，且参与热情有待提

高等。通过多方努力，学校和企业要协同探索一些解决途径。

在开展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

有：第一，继续完善人才培养定方案，明晰培养目标；第二，

从专业课程构建实用的课程体系；第三，从教学师资力量上

培养经验丰富的师傅；第四，从教学服务上打造得力的教学

保障 [5]。

4 结语

现代学徒制中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模式是深化高职院

校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促进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社会

全面融合、多方协同育人的重要创新途径。通过现代学徒制

的协同育人合作，我们可以实现多种效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学生受益。学生实现“进校即进厂”，在“双导师”

的培养下，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可以与企业无缝结合。

第二，学校受益，学校节约教学资源，学校和企业分担

育人成本，教师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

第三，企业受益。企业要实现“招生即招工”，以满足

企业员工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第四，政府和行业的受益。

学生“毕业就业”，有效减轻就业压力和人力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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