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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将职业教育与
劳动就业进行互动发展，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 目前现
代学徒制还处在试点阶段，为了保证试点项目顺利开展，积极探索“边试点、边诊断、边改进、边总
结”的专业建设思路，将专业教学诊断与改进机制引入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中，设计出了专业诊断
流程，根据现代学徒制的特殊性，构建了现代学徒制教学诊断指标体系，明确了诊断的具体项目，强
化了过程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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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an� effectiv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in� era� of� vocation-
al� education� serving� to�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can� promote� interactive� de-
velopment,�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labor� employment,�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t� present,�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still� in� its� pilot� phase.� In� order� to� en-
sur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ilot� projects,� the� paper� actively� explored� the� method� of�“combi-
nation� of� piloting,� diagnosing,� improving,� and� summarizing”.� The�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was� introduced� to�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pilot� project.� We�
designed� the� professional� diagnosis�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modern� apprentice-
ship,� built� an� index� system� for� the� diagnosis.� We� also� make� clear� the� specific� projects� of� diag-
nosis,� and� strengthen� the� process�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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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5 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号
文）要求“各地要切实推动试点院校与合作企业根据
现代学徒制的特点， 共同建立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
体系，共同加强过程管理”。［1�］也就是说，现代学徒制
试点单位要坚持边试点边研究，及时总结提炼，把试
点工作中的好做法和好经验上升成为理论， 形成推
动现代学徒制发展的政策措施， 促进理论与实践同
步发展。

2015 年 6 月，教育部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建立职
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
〔2015〕2 号）， 明确要求职业学校要根据自身办学理
念、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聚焦专业设置与条件、
教师队伍与建设、 课程体系与改革、 课堂教学与实
践、学校管理与制度、校企合作与创新、质量监控与
成效等人才培养工作要素， 查找不足与完善提高的
工作过程。 文件明确了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和改
进（简称“诊改”）制度的主要任务，其中试行专业诊
改就是其中一项任务，明确表示“支持对企业有较大
影响力的部分行业牵头， 以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为依
据，设计诊断项目，以院校自愿为原则，通过反馈诊
断报告和改进建议等方式， 反映专业机构和社会组
织对职业院校专业教学质量的认可程度， 倒逼专业
改革与建设”。［2�］

威海职业学院作为现代学徒制省级试点实施单
位， 为了提高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培养质量，
根据《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
导方案》（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的要求，在试点实
施过程中积极探索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专业教学诊断
与改进（诊改）机制，这样能保证试点项目少走弯路，
为项目全面推开积累经验。［3�］

一、现代学徒制与教学诊改的内涵及意义

1.� 现代学徒制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是现代职业教育实现

产教融合的有效形式，将现代学校教育与企业师傅带
徒弟的学徒制融合到一起，是一种跨界教育。 它是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深层次的发展，是顶岗实习、定岗
实习、订单培养的进一步发展。［4�］

现代学徒制是通过学校和企业共同办学，校内专
任教师和企业师傅一起承担教学任务的一种培养模
式。 通过现代学徒制可以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的问

题，企业直接参与人才培养，能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有利于推进“学历证书 + 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
通”，建立国家技术技能积累制度；能进一步提升“双
师型”师资队伍的质量，创新职业教育招生制度、管理
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完善现代企业劳动用工
制度，解决合作企业招工难问题，对完善我国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

2.� 教学诊断改进机制
职业教育教学诊断改进机制就是以学校日常进

行的人才培养的各种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各种数据进
行分析，进而诊断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后进行不
断修改完善。 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
量，进一步完善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能够使得本
来已经优质的高等职业院校向更深层次发展。

职业院校建立教学诊断与改进机制目的是为了
让职业院校能够在不依靠外部评估的情况下，把教学
质量管理得更加规范、精细、到位，将社会赋予院校的
质量保证责任落到实处，也是为了使教育行政部门进
一步加强对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的事中、 事后监管，更
好地履行质量管理的职责。［6�］

3.�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教学诊断与改进的意义
教学质量的好坏事关人才的培养质量，目前许多

中高职院校采用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虽然推动
了人才的质量培养， 但是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暴露，这使得加强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进成了促进校企合作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推进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对当前校企合作模式的教学发
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专业教学工作的诊断与改进
机制，就是通过自身评价，把专业教学质量管理得更
加规范、精细、到位，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落到实
处，也是为了使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现代学徒
制项目的管理，及时总结经验，减少试点项目少走弯
路，更好地履行专业质量管理的职责。［7�］

二、专业诊断与改进的流程及内容

针对专业诊断与改进，威海职业学院主要通过学
校和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技术人员组建诊改小组，以
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为依据， 设计相应的诊断项目，对
现代学徒制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进行诊改，诊改小组
根据诊断的情况提供反馈诊断报告和改进建议，专业
建设委员会根据诊断报告和建议进行专业改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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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业诊断与改进流程及内容

1.�行业主导校企联合，组成专业诊断机构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专业诊断机构是指独立于教

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之外的，由行业企业牵头组建的诊
断机构。 对现代学徒制机电一体化技术试点专业的专
业定位、专业课程、专业活动、专业条件、专业结果、专
业特色等方面进行诊断评价，并给出诊断报告及专业
建设意见（图 1）。

2.� 依据行业标准，设计诊断项目（图 2）

图 2� �专业诊断项目内容

（1）专业定位诊断
对于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首先要明确是专业的

服务面向和专业的培养目标。 专业建设要对接行业、
区域优势产业和基础产业，通过对行业和区域人才需
求进行调查分析，开设适应社会需求、产业升级调整
的专业。

（2）专业课程诊断
专业课程诊断包括课程结构设计情况、课程教材

建设情况、课程实施管理情况三个方面。 利用行业企
业技术标准和生产过程制定课程目标、体系和课程标
准，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授课环境与资源设备，课程考
试考核。 利用校内和实习企业提供的优质教学资源，
设计“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可以多样
化，教学手段也可以灵活多样，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成绩评价标准与评
价方法。 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实训教材，实践指导书

等，选用省级以上高职获奖教材。［9�］

（3）专业活动诊断
专业活动诊断项目包括专业质量监控、专业班级

管理和专业研究活动等项目。 质量监控主要包括教学
管理过程控制设计与实施，教师、学生、相关部门参与
教学管理情况，对出现的教学事故的处理情况；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的制定、执行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 班
级管理包括对班级各项工作进行有效的规划、 组织、
指导和控制情况， 以求得班级管理工作总体的最优
化。 对教学进行的评价包括学生评教、教师评学、教师
同行互评以及毕业生跟踪调研等活动。

（4）专业条件诊断
专业条件诊断的主要内容包括师资队伍水平、专

业教学文件、实验实训条件、校企合作机制、使用经费
保障等项目。 其中师资队伍既包括校内专任教师，也
包括企业带徒师傅，主要是诊断师资队伍的整体结构
状态、教学水平、科研水平、教学团队建设等内容。

（5）专业结果诊断
专业结果诊断主要包括学生就业质量、学生综合

素养、专业社会服务水平等。 其表现主要包括学生毕
业时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情况，学生对基本技能掌握
的程度是否满足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通过新生近两
年第一志愿报考率和录取率，由侧面可以知道社会对
此专业的评价。 另外通过毕业生就业情况以及社会对
毕业生的评价情况，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评价情
况也可以了解到专业建设结果。 专业办学水平还可以
通过专业向社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范围，对企业
教育培训、技术咨询的情况来确定。

（6）专业特色诊断
专业特色是指专业特有的，根据区域经济特点确

定特色方向，专业应具有创新项目建设规划、实施及
成效，与其他学校同类专业相比具有独特性。 专业特
色还体现在能够明显加强人才培养过程，进一步提升
办学质量。 特色也可体现在办学思路、教育模式、教学
改革、教学管理等方面。

3.�明确诊断流程，强化过程性诊断
专业诊断过程是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

的诊断，该诊断一方面要考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具
体执行情况，同时还要分析确认支撑和阻碍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实现的因素。 过程诊断是对评价对象的现实
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改善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所
进行的价值判断，明确专业的基础条件，收集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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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了解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以便于学校调
整培养定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教学条件
以及质量控制手段，找到解决办法和应对策略，使未
来实施过程中的指导有的放矢。 使改革重点、改革路
径清晰明了，在学期开始或项目教学开始时对学生现
有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以设计出可以满足不同起点水
平和风格的学生所需的教学方案，并分别将学生置于
最有益的教学过程中。［10�］

4.� 汇总诊断结果，形成诊改反馈报告
诊断是为了更好地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诊断

的结果需要及时地向学校公布，对于诊断找到的问题
要及时进行改进，并对改正的情况进行监控，以期达
到专业建设最优效果。 对于诊断的结果，不仅要向教
育行政部门和诊改院校发布， 还要将结果向社会发
布，让企业、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也能够了解专业
的办学情况。

专业诊改主要是为了提高专业办学质量，查找专
业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特别是对于人才培养
方案、教学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师资队伍建设、实
验实训设备、教师课堂授课能力、考试考核评价等方
面需要按照评价指标要求进行不断调整。

5.� 依据反馈信息，进行专业建设与改进
系部、教研室以及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根据

诊改报告提出的意见，逐条进行整改。 通过做好专业
发展规划，理清专业建设的具体思路，明确专业重点
建设项目。 加强专业建设与管理，按照专业内涵建设
要求，加强对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和培养目标实现过程
的研究。 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转变
教育教学观念，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参与式、
案例式、模拟式等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确立学生的
主体地位，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进一步探
索适应教学模式改革的成绩考核改革，改革实验教学
内容与方法，构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学
模式。

三、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诊断与改进

威海职业学院作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单位，为
了提高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培养质量，积极探
索“边试点、边诊断、边改进、边总结”的专业建设思
路，积累经验，为后期现代学徒制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对于具有共性的诊断内容，在此不做陈述，下面就以
现代学徒制机电一体化技术试点专业为例，对特殊诊

断内容进行描述（表 1）。
1.� 诊断指标体系的构建
现代学徒制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主要是培养学

生的综合职业能力，通过企业和学校联合进行人才培
养，即双元育人，实现校内专任教师、企业带徒师傅、
学生（学徒）为一体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将教
室搬到实习场地，教师与师傅相融合，过程考核与定
时考试相融合，学历证书与技能证书相统一。 做好六
个共同，即共同做好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教材、共
同组织好教学、共同对学生（学徒）进行考核、共同做
好双师管理、共同做好学生（学徒）的就业工作。［11�］

建立诊断指标项目是管理的重要手段，一套科学
的诊断项目就是一套具体的、 可以操作的专业教学
质量和管理质量标准。 结合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
特点，参照一般专业诊断项目要素，构建现代学徒制
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诊断项目。［12�］

2.� 加强过程性诊断，汇总分析做出诊断报告
在专业诊断过程中，学校强调过程诊断，也就是

说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数据的采集。 通过对各种量
化数据采集汇总，而后进行分析，实行数据分析与实
际调研相结合。 对于采集的数据，能够进一步保证教
学诊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为此学校将诊断项目进行
量化，对每一项目进行赋分，专业诊断过程中，只需要
按照要求给每一项打分即可。 最后通过对数据进行分
析，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专业年度质量报告。

3.� 依据诊断报告，进行反馈整改
通过对诊断报告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基于现代学

徒制的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问题存在的原
因，找到解决方法。 要进一步明确现代学徒制办学定
位和办学思想， 提高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
切实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校企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共同设
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开展教学研究等。 通过职
业院校的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企业的师傅带徒弟的
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

四、结束语

现代学徒制使行业、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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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 为了保证这一过程少走弯
路，以完善专业质量标准和制度、提高对人才培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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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1.专业建设规划与培养
目标

1.1专业建设规划

1.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企业与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可行
2.规划实施情况如何，专业结构是否跟随行业企业情况不断优化
3.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
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科学、先进并不断优化
5.专业建设条件（经费、师资、实验实训条件、企业实习场地）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是否有
专业建设、改革、竞赛、服务项目计划

1.2专业办学定位

1.专业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专业建设标准
2.专业定位是否符合企业要求
3.专业基本情况，专业在校生总数，专业招生数量、结构，专业学生数量分布及趋势，毕业生
去向分布及趋势，专业社会服务数量统计及趋势

2.2教学设计
1.利用优质教学资源，设计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手段灵活而有效
2.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成绩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

2.3教学资源建设
1.选用国家优秀或规划教材，或近 5年出版的高职高专教材（或自编教材）的比例
2.与合作行业企业共同开发教材、实训指导书情况
3.企业学校合作自编培训教材情况

3．师资队伍建设

3.1 校内专任教师队伍
建设

1.师资队伍数量、师资队伍结构、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数量、教师培训类型与数量、教师在
专业中配置数量
2.教师教研、科研、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成果
3.教师企业顶岗实践情况，专任教师“双师型”比例，实践教学专职指导教师数量

3.2 企业带徒师傅队伍
建设

1.带徒师傅思想品德，企业文化认同情况
2.爱岗敬业，企业使命感，对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情况
3.获取知识的愿望和能力，指导学徒实训的知识技能水平
4.执教能力，组织培训活动，完成培训任务，保证培训质量
5.教学培训有针对不同学徒特点，制定针对性培训计划并实施情况

4.实践教学建设

4.1实践教学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和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实习场地建设情况
2.校内实践基地设施及现代技术含量，建设主体使用情况，开放共享情况
3.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实习基地情况，其他校企合作开展情况
4.职业技能鉴定站工作，专业与行业企业合作情况
5.实践教学教师队伍，专业主要顶岗实习单位、实习岗位、实习时间与人数，“双证书人数”比例

4.2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1.基于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置
2.实践教学时间与经费保证情况
3.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方案设计情况

4.3实践教学管理
1.校内实践教学制度建设，实践教学质量标准，实践教学过程管理与考核情况
2.实践教学大纲、计划、项目及学生实训实习报告等

4.4学徒企业顶岗实习
1.学徒企业顶岗计划、企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企业实践教学组织管理
2.企业实践教学时间安排、企业实践教学经费安排、企业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情况、实践教学
总结等

5.专业教学质量管理

5.1管理职责
1.现代学徒制专业建设委员会机构设置，委员会职责
2.专业管理制度运行、管理手段方法等情况，专业教研室活动计划与执行情况

5.2过程控制
1.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过程控制设计与实施，教师、学生、相关部门参与教学管理情况
2.教学事故处理情况，日常教学督导情况

5.3专业质量监控分析

1.专业质量考核情况，授课考核情况，日常管理考核分析，工作绩效、质量管理成效分析制度
的设计与实施
2.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职业能力与职业技能
3.生源数量与质量，对口就业率，改善就业指导与服务，提高就业率的措施
4.办学条件、课程设计、教学实施、顶岗实践
5.各级教学团队建设，特色专业建设，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教育教学成果。 毕业生职业能力、
职业道德，发展能力

1.3人才培养目标

1.知识、能力、素质标准
2.毕业生双证书平均获取率，毕业率，毕业生平均就业率，毕业生平均就业对口率
3.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及趋势，应届毕业生对口率及趋势，应届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上届毕
业生满意度及趋势

2.课程建设

2.1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
容改革

1.校企合作课程开发计划、措施、效果
2.结合企业实际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3.课程设置体现企业人才需求的培养目标，满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要求
4.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标准、精品及共享资源课程建设情况
5.完成课程建设项目数、已制定课程标准数、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数、校企合作开发教材数、课
程建设标志性成果、规划教材使用比、校本教材开发数量

表 1�现代学徒制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诊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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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满意度为目标，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
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引导专业建设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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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7.专业特色
1.专业特有的，与其他学校同类专业相比具有独特性
2.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有明显效果，可体现在办学思路、教育模式、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

6.社会服务
1.现代学徒制专业向社会和合作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情况，企业反馈的相关信息
2.专业对社会进行各种教育培训、技术咨询与反馈情况
3.专业老师或学生获得的专利及其生产转化情况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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