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论坛/2022.04

从“试点论证”到“中国特色”：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高明 高鸿

摘 要：现代学徒制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战略，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突破口，沿袭了我国“先

试点后推广”的改革路径。 自国家提出试点以来，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也成为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

之一。 文章以中国知网 2010—2021 年收录的 11，257 篇现代学徒制的文献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

析样本文献的发表年代、发表期刊、研究机构、研究学者等情况，从理论探讨、实践探索和总结推广三个维

度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反思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未来我国现代学徒制的研究应更多的关注中国特色、

经验凝练、制度创新和层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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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实行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在《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2 年）中

首次提出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1]。按照《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 年）“开展校企联

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的部署，教育

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正式启动了现代学徒制试点的申报工作，并于 2015
年遴选出首批 165 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行业

试点牵头单位， 并要求试点单位加强科研工作，通

过理论升 华和国际比 较，系统总结 试点经验 和 国

外经验，完善我国现代学徒制制度体系。 根据《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7 年）“积

极推动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2]的

要求，教育部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启动了第二批和

第三批的现 代学徒制试 点，确 定 试 点 单 位 分 别 为

203 家和 194 家，并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单位进

行验收。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教育部将“总结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全面推广现

代学徒制”列入 2019 年的工作要点，并印发了《关

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吹响了推广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号角。 而《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则引领了我国现代学徒制向高

层次迈进的步伐。

在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下，现代学徒制成为我

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关于现代学徒制

的相关研究成为国内职业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领域

之 一。 本 研 究 利 用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 库

CNKI 获得研究所需文献样本。于 2022 年 1 月 8 日

在 CNKI 的专业检索中输入专业检索语法表达式

“TI=现代学徒制”，选择发表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文献 11，257 篇。

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采集的文献样本进行了整

理和分析，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分

析文献样本基本状况，二是梳理国内现代学徒制研

究的主题，三是对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的现状进行

反思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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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2021 年现代学徒制文献的基本状况

（一）发表年代分布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数据显示，

历年论文数及占比各不相同。 在 2010 年关于现代

学徒制试点的研究成果只有 3 篇，仅占样本总量的

0.03%；现代学徒制提出的元年 2012 年，国内相关

研究成果 41 篇， 仅占样本总量的 0.36%；2014 年在

教育部正式启动了现代学徒制试点之后，为学界研

究现代学徒制问题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政策指引，相

关研究成果迅速增长，该年相关成果达到 158 篇，

占样本总量的 1.41%。 随着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不断

增加和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广，相关研究成果迅速

增加，于 2019 年达到峰值 2357 篇，占样本总量的

21.00%，比 2010 年增加了 886 倍。 但之后，相关文

献研究呈现回落的趋势， 但每年的发文总量仍在

1000 篇以上（见图 1）。
（二）发表的期刊分布

从资源来看，现代学徒制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学

术期刊，共 8，197 篇文章，占总数的 72.82%；远远

超过排在第二位的特色期刊，共 2，760 篇文章，占总

数的 24.52%（见图 2）。 在所有期刊中，发文总量超

过 100 篇的期刊共 11 种，共计 2，237 篇，占总数的

19.87%。在 11 种期刊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4 种，刊

发论文 623 篇，占样本总量的 5.53%（见表 1）。 这表

明，虽然现代学徒制的文章大幅增长，但所刊发的期

刊水平不高，也反映出现代学徒制论文的质量不高。

图 1 2010—2021 年现代学徒制文献的发表年代分布

图 2 2010—2021 年现代学徒制文献的来源

表 1 2010—2021 年刊发现代学徒制文章的期刊（数量排名前 10 的期刊）

期刊 篇数 百分比 期刊 篇数 百分比

1 现代职业教育 842 7.48% 6 广西教育 133 1.18%

2 教育现代化 208 1.85% 7 职业技术教育 123 1.09%

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171 1.52% 8 课程教育研究 122 1.08%

4 教育教学论坛 152 1.35% 9 教育与职业 118 1.05%

5 职教论坛 141 1.25% 10 才智 1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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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现代学徒制最多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职业学院， 是现代学徒制相关论文的绝对主力，

前 40 家论文产出机构中，职业院校占了 36 家，共发

表论文 1，541 篇，占前 40 家论文总量的 90.86%，

其中，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成果为 77 篇，在职

业学院中排名第一。 一类是师范大学和开放大学，

共 4 家，发表相关成果 155 篇，其中华东师范大学

的成果最多，为 57 篇（见图 3）。
（四）研究者分布

现代学徒制研究成果的作者分布较为广泛，从

数量上来看，2010—2021 年发表现 代学徒制论 文

排名前十的作者分别是李传伟、徐国庆、杨锦凤、赵

鹏飞、关晶、王利刚、张法坤、崔发周、董先、欧阳忠

明、李明灵（见图 4），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是

李传伟，共发表成果 26 篇；以独撰或者第一作者发

表成果最多的作者是李传伟，共发表成果 21 篇全部

为第一作者。 从质量上来看，以发表刊物的级别为

主要指标，以第一作者完成最多的是关晶老师，总成

果中全国中文核心及以上文章 12 篇，其中 CSSCI
来源期刊 5 篇。

二、2010—2021 年现代学徒制研究的主题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可以分为： 试点提出

（2010—2014 年）、试点实施（2015—2018 年）和全

面推广（2019 年至今）三个阶段。 而对于现代学徒

制的研究大致也可以划分为： 试点前的理论准备、

试点实施后的跟踪研究和提出推广后的对策研究

三个阶段，但时间断代不明显，理论研究与实践研

究相互交织，形成了理论———实践———再理论———

再实践的辩证统一。研究主题的视角可以跳出时间

节点的制约，更好地呈现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全域景

象。国内学者对于现代学徒制的研究主题包括三个

方面：理论探讨、实践探索和总结推广。

（一）理论探讨：先行先导助推现代学徒制试点

国内专家学者以理论研究为先导去认识和了

解现代学徒制，去剖析现代学徒制的内涵、本质和

图 3 2010—2021 年现代学徒制文献排名前 20 的机构分布

图 4 2010—2021 年现代学徒制文献排名前 10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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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主要围绕“为什么”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什

么是”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从哪里来”等方面

进行探讨，避免了现代学徒制试点的盲目性。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是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困境和“用工荒”的应然之举。现代学徒制可以帮

助很多弱势青年通过非正式学徒制学习技能并实

现就业，减缓结构性失业问题，也是国际职业教育

制度发展完善的共同趋势[3]。 20 世纪 50 年代“半工

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与 21 世纪职业

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制度是一脉

相承的，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奠定了很好的群众与产

业基础[4]。 现代学徒制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学徒制的

优势，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了高等职业教

育的特点，以“育人”为核心培 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

才，能够“标本兼治”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5]；

有效地满足了政府、企业、学校和学生等四方的需

求，解决了企业内顶岗实习质量不高、学校培养的

人才与企业对接、学生积极性有限等问题，是破解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难题的良药[6]。

对于核心概念的界定是某一领域科学研究的

起点。重点围绕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属性、特征等基

础问题展开。 对于现代学徒制的定义主要形成了

“制度说”“模式说”和“综合说”三种观点。“制度说”

将现代学徒制定义为一种固化和规范校企合作培

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要求在国家层

面建立对校企合作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建立跨

部门的专门机构；建立“师傅”的培养培训和管理制

度；赋予“现代学徒”作为“学生”和“准员工”的双重

法律身份；确保学生通过校企合作获得国家承认的

职业资格；通过合同等方式保障学生“双重身份”以

及相应的受教育、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等权益[7]。制

度的关键点在于不断完善现代职业学校教育；加快

改革劳动和用工制度，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

学徒制度[8]。 “模式说”认为现代学徒制是校企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框架包括：培

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价体系 [9]，可

以通过校企一体化的结构新体系、合作新模式、培养

新模式、 目标新体系和考评新体系来加以构建 [10]。

“综合说”在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把现代学徒制定

义为培养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学

习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制度 [11]。 从教育

性质看，现代学徒制属于正规教育；从教育目的看，

现代学徒制兼顾服务企业发展和学生发展；在培养

方案方面，应该融合分立和一体化模式[12]。 而“现代

性”是现代学徒制的本质特征 [13]。 在要素方面，包

括：校企合作的平台、学习载体的重建、教学组织和

管理模式的变革、教学团队的目标集聚和可持续发

展的价值取向[14]。

现代学徒制不是新生事物，在一定意义上由国

内外的传统学徒制演变而来。 从历史维度看，根据

阶段性特征， 西方学徒制发展可以分为前学徒制、

手工业行会学徒制、国家干预行会学徒制、集体商

议工业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等五个阶段；我国学徒

制的发展经历了民间学徒制、官营学徒制、行会学徒

制、双元制和工学结合[15]。 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借鉴

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现代学

徒制的经验[16]，取长补短，使现代学徒制落地生根，

并打上鲜明的中国印记。从发展动因角度出发，学徒

制在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为技术传承与职业教

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企业需求与经济发展提供了

动力，为教育理念多元化发展增强了引领，为制度管

理与经费支撑提供了保障 [17]。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

高职院校在历史、政策、社会、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具

备了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基础 [18]；而对于双元制

试点工作的总结，将为校企合作制度的建立和现代

学徒制的探索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技术手段[19]。

典型国家现代学徒制的实践为我国现代学徒

制试点提供重要借鉴。德国现代学徒制形成了联邦

政府和各州政府、企业内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企业

师傅和职业学校教师三个层面的制度结构，以职业

和职业能力、“一致原则”和“社团主义”原则、“行动

导向”和“以学生为中心”为核心要素 [20]。 英国通过

实施主体的现代分工与合作、现代化的管理与评价

方式、兼具“准员工”与学生的双重身份、与高教体系

相契合的现代学徒体系、以雇主为主导的职业教育

培养制度、完备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完善的经费机制，

建立起了成熟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21]。 美国

通过强有力的立法保障、联邦和州层面完善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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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州范围内完善的管理制度、政府支持和

各方积极参与、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证书体系，形成

了注册学徒制为代表的现代学徒制[22]。 澳大利亚设

立“国家培训署”和国家产业技能委员会，制定了全

国统一的培训框架，通过资助实施单位和学徒个人

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快速发展，在利益者之间建立对

话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发展第三方机构，从而使之

不断完善[23]。

政策的推动与保障为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提供

了不竭的动力。 从历史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以来

学徒制政策不断演变，通过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建

立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和

体系以及发挥行业企业作用调适现代学徒制的政

策[24]。 从政策文本阐释视角，当前我国现代学徒制

的政策意图是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和服务区域产业

发展；政策行动是通过加强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实行工学交替和知行合一的招生即招工等，实现校

企双元办学、校企双元育人和赋予学生双重身份，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未来的政策走向应该是树

立具有张力的政策价值追求，提高企业对政策实践

的认受性，构建多方权益保障机制[25]。 展望未来，我

国现代学徒制政策内容应明确责任主体权责关系

及合作细节、明确责任主体权责关系及合作细节和

扩大企业参与保障机制的范围等[26]。

（二）实践探索：紧跟试点脉搏巩固现代学徒制

理论

实践决定理论，没有实际探索的现代学徒制理

论是空虚的， 没有理论研究为指导的试点是盲目

的。 实践研究赋予了理论研究新的活力，并在实践

研究中不断修正。随着教育部陆续开展三期现代学

徒制试点，实践研究逐渐从星星点点的院校探索转

向结合国家试点要求，围绕如何试点、遇到的困境

和问题、对策建议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

制度的规范与约束是现代学徒制健康发展的

保证。 制度突破是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核心，通过构

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改革招生招工制度和教学管

理制度、建设校企师资队伍互聘共用制度以及与现

代学徒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学徒制度[27]。 在推进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

要进一步明确现代学徒制的国家制度性特征，尽快

建立国家统一的资格框架，实现职业资格制度与学

历学位制度的融通，同时地方政府应建立相应的管

理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联席会

议的作用，统筹和利用好区域内的资源以及各行政

部门之间的关系[28]。 为了解决学徒身份尴尬、企业

参与热情有限、办学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应在招

生招工制度、企业激励制度和质量保障制度等方面

加强建设[29]。

改革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是现代学徒

制试点的核心。 依托职教集团，建立招生招工一体

化的招生管理模式，实施工学交替、学做一体的培

养模式和打造校企一体、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

伍，构建出“2611”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即“2
双”（双主体和双导师）、“6 共”（在培养方案、课程

标准、教材开发、人才培养、过程管理、考核评价等

方面实现校企共同）、“1 交替”（校企交替学习）和

“1 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30]。 依托区域经济发展

特点，结合秘书职业人才成长规律，广东科贸职业

学院构建了“234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是指“校（徒弟）—企（师傅）”的“校企双主体”，

“3”是指“职业认识—职业认同—职业塑造”的“三

阶梯递进”阶段，“4”是指“校、政、行、企”协同育人

平台[31]。 根据行业变化和专业特点，永州职业技术

学院在高职畜牧兽医专业构建起“3485”人才培养

模式，包括：职业通识、核心岗位和职业综合的 3 种

能力，岗位认知到定岗培养的 4 个环节，公共课与

专业基础课学习到定岗培养与毕业设计 8 个阶段，

以及学校到畜牧服务市场的 5 种环境[32]。

企业的参与是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成功的关键。

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广度

和深度也都十分有限。从责任的角度看是因为企业

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内在驱动不

足和融合程度不深[33]；从成本的角度看是因为校企

双方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多种不确定性以及

资产专用性等因素造成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交易费

用高昂[34]；从制度角度看是因为缺乏可信承诺制度、

校企合作政策供给失衡、缺乏制度化的双赢机制、欠

缺激励机制[35]；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是因为企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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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不足、激励政策“落地”难、学徒易流失等问题

影响了企业积极性[36]。 为使企业充分参与现代学徒

制，在政府层面，应制订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体

制机制，设计企业分类制度和合作企业认定指标体

系，通过政策激励和引导去激发企业参与的热情[37]；

在院校层面，应建立起校企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机制，

院校应适当将职业教育权利让渡给企业，使企业真

正获得话语权；在企业层面，应增强履行职业教育

责任的意识、加大投入力度和增强沟通能力[38]。

问题和困境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垫

脚石。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还存在校企联育融合、

双招同步落实、导师联动动力、质量管理保障等问

题[39]。 从全面实施的角度看，面临着顶层设计缺乏强

有力规章制度的支撑和保证、缺乏学校利益与行业

企业利益对等统一的规范机制、交替式的学习培养

模式伴随着学生考核评价的失范等困境[40]。 在利益

相关者理论的视野下，政府层面顶层设计不足、法

律界限不清晰、缺乏必要机制，行业企业层面组织

效力不高、校企合作较浅、企业资质审查不严，院校

层面吸引力不足、专业和课程开发力度不够、管理

制度滞后、师资管理失衡，学徒层面学习态度和自

主学习动机不强、对企业文化认同不够 [41]。 根据扎

根理论，政府、院校和企业面临着制度保障不充分、

项目资源不充足和利益 需求无保障 的组织困境，

“双师”和学徒面临着教学能力有待提升、学徒身份

认同程度较低的个体困境，各主体间存在着双向关

系冲突和单向关系失序的困境[42]。

区域探索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形成提供

养分。河北省通过建立符合省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学

徒制运作机制，“政校行企”四位一体的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平台，利益均衡的合作保障机制和“准标+过

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发展现代学徒制 [43]。 广东省将

职业教育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相结合， 形成了“素

质为先、能力为本”的培养目标，“双元身份”的培养

主体和培养对象，“交互训教、工学交替”的教学组

织，“岗位培养、在岗成才”的成才方式，“一体化育

人导向”的运行机制，积累了有益经验[44]。 江苏省多

地教育机构以多种政策试点形式，积极推广现代学

徒制，形成了学校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模式，在构

建职业教育集群式发展平台、 企业引领创新改革、

创新育人协作模式和侧重专业技能类实训等方面

积累了宝贵经验[45]。 天津市在试点过程中形成了鲜

明的本土特色，在双主体育人模式方面，形成了独

立运行适用于本单位的特色模式并建立了校企合

作的“顶级”领导机构；在“双招一体化”的招生机制

方面实现了“谁试点谁做主”和不扩大招生规模；在

合作企业的选择上，民企和当地企业占多数，以省

市级企业为主、国家级企业为辅[46]。

（三）总结推广：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随着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告一段落，总结试点的

成效和经验，为成功推广奠定了基础。 学习借鉴外

来的现代学徒制，不仅要在我国实现本土化，更要

具有“中国特色”。

对于试点单位经验的总结是现代学徒制全面

推广的必要前提。三批 562 家试点单位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初步确立了校企共育机制，招生招工模

式趋于多元，企业师傅引进初具规模，质量管理体

系初上轨道[47]。 但在全面推广过程中，存在着教育

行政部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积极性衰减，招生招

工一体化、标准体系建设和培养模式改革风险较高，

资金奖补政策难以延续、各项保障措施难以跟进、实

施环境难以简单复制等保障功能弱化的问题[48]。 为

更有效地实施现代学徒制，需要构建基于实践共同

体的实践场所、基于工匠精神的实践文化和基于合

作共赢的实践机制，通过行政部门之间权利的让渡、

政策综合改革和调动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实现实践

空间的融合、观念的转变和实践工具的优化[49]。

全面推广是我国现代学徒制“三轮”试点之后

的首要任务。 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

完善制度政策来营造良性社会环境，确立企校双主

体弹性招生招工一体化模式和企业制定学徒制专

业标准的主体地位，创新校企“双师”团队教师选拔

考核标准、建立校企资源共享平台和校企双主体的

人才培养模式[50]。 在全面推广过程中，应注重保障

企业合法权益、制定完善的导师制度、开发企业课

程、优化相关制度、研制现代学徒制标准，从而提升

企业参与度、构建新型师徒关系、多途径培育工匠

精神、构建高层次学徒制和完善评价机制[51]。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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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全面推广与“双高计划”相统筹，明确立德树人

的政治站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定位、校企双元育

人的特征方位、岗位成才的工作本位和三方责任的

法制保障地位 [52]，完善政府、行业与社会支持下的

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创新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人才

培养制度，构建“点线面”立体评价体系[53]。

试点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转

型和升级，行业企业对于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的技

术技能和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的现

代学徒制也必须提质升级， 进一步凸显类型特征，

向着“一体化、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本体化”的

方向发展[54]。 进入新时代，为更好地满足学徒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彰显特

色、优化过程和提升质量等方面下功夫，实现从关

注教育主体、资源投入和经验推广，转向学徒成长、

成果产出和持续改进[55]。 在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学徒

制的过程中，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策支持和

制度保障、健全学徒制标准体系、构建学徒制评价

与监管体系、研制与实施学徒制工作实施指南和开

展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打造产教融合、职普融通、

纵向贯通的职教体系，提升各参与主体的动力[56]。

三、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在职业教育领域试点“现代学徒制”，既是职业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创新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课题。现代学徒制在我国的发展

不可能一片坦途，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也不

可能一蹴而就；既不能完全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

重走传统学徒制的“老路”，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两个维度，根据我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区域

产业发展态势、行业企业发展状况、就业市场变化、

职业院校专业或专业群建设等情况， 不断地摸索、

总结和修正。

随着教育部正式启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国内

关于现代学徒制的研究成果逐年增长，形成了一些理

论研究成果和试点案例，主要集中在：意蕴、必要性、

目的及价值、内涵与特征、国际比较、教学过程 [57]、

试点实践及其成果[58]、主要问题和路径选择等方面[59]，

但在研究深度和方法等方面仍有不足。对于现代学

徒制内涵和特征未达成一致，现代学徒制“中国特

色”的研究不多，但对于现代学徒制的归宿都强调职

业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对试点实践探索的总结水

平不高，未能对现代学徒制的实现路径形成“共识”，

既缺乏理论指导，也缺乏对经验的理论升华，较多

地描述已有实践的现状、问题、原因、对策或路径。

对相关的案例研究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不多，更多

的像是试点经验的片面总结和原有校企合作的“加

强版”，“规定动作”完成多，“自选动作”的创新少，

专业、院校、行业和地域的特色不突出，成果多发表

在高职院校学报等普通期刊。 此外，现有研究成果

仍有许多难题待破解，如：尚未形成自己的现代学

徒制理论？如何更好地运用理论指导现代学徒制的

推广？如何在试点的关键领域或环节形成重大的制

度突破？试点单位形成的典型案例如何为本单位其

他专业、本地区的其他院校或其他单位的相同专业

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经验？对于现代学徒制的研究

除了职业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更需要人社、发改、经

济、财税、行业和企业等方面专业人士多方协作，共

同推动“现代学徒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代学徒制的研究是国家相

关政策、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产教融合与校企

合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强烈的国家

政策倾向和问题意识等特征。当现代学徒制实践中

的某一矛盾和问题成为研究前沿并逐渐得到解决

后，其研究文献的数量会逐渐减少，或转向对更深

层次问题和原因的研究，而新出现或更深层次的问

题将成为新的研究前沿。这说明对于现代学徒制研

究具有时段性，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

的动态概念。但对于现代学徒制的研究并不是完全

割裂的，部分研究前沿与之前的研究有较强的传承

性和关联性，如何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推动现代学徒

制发展并通过现代学徒制来深化校企合作是学界

一直努力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而现代学徒制是

一个长期的、 综合的超出职业教育范畴的问题，涉

及教育、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 从现代学徒制理

论探讨、到现代学徒制的试点跟踪、再到推广中国

特色现代学徒制， 对于现代学徒制研究逐层推进，

不仅镌刻上时代的烙印，也反映出学者们对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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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认知的升华。从现代学徒制研究前进的方向

看，由关注现代学徒制内涵的研究向关注现代学徒

制外延的转变，由关注宏观的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向

微观的培养现代学徒模式转变，由关注高职院校如

何实施现代学徒制向关注如何通过现代学徒制实

现校企深度合作的转变，由关注如何总结试点经验

向如何全面推广的转变，由关注现代学徒制的本土

化向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转变，表明随着职业教

育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研究的长期积累，现代学徒

制研究范畴将不断拓展。

未来现代学徒制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应

聚焦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内涵和外延的阐释，在现

有理论研究和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中

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的中国特色是

什么”，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在院校

特色、行业特色和区域特色的基础上，衍生出现代

学徒制的中国特色。推广的基础是试点经验的凝练

和升华，在案例研究方面，应在试点单位总结的基

础上，综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提高案例研究

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提升试点单位案例的真实性、

专业性、客观性、典型性和可复制性，促进理论创新

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实现理论指导试点、试点丰富

理论的融合。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根在“制度”，

在对策研究方面，应“跳出”职业教育的小圈子，从

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企业需求和学徒意愿的视角，

综合运用制度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

评价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未来现代学徒制的制

度建设做出预判，当前哪些制度有利于现代学徒制

的发展、哪些制度之间需要衔接或配套、哪些制度

需要突破，为现代学徒制的推广和形成中国特色提

供有力支撑。“类型教育”背景下的现代学徒制需要

向上突破，在路径研究方面，应关注高层次现代学

徒制的发展，既是对国家政策的回应，也是提高现

代学徒制吸引力的重大举措，重点应关注“高层次”

的内涵和标准， 实施高层次现代学徒制的专业、院

校和企业，高层次现代学徒的招生、培养、评价等方

式，不同层次学徒制之间的衔接，高层次学徒与学

历学位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职称制度之间的

融通，构建多层次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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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lot Demonstra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Research in

China
Gao Ming1 & Gao Hong2

（1.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of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P. R. China;
2. Liaon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henyang 110032, P. R.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a breakthrough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t follows the Chinese reform path of “first pilot and then promotion”.

Since the pilot program was proposed by the state,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has been concer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taking 11,257

papers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collected by CNKI from 2010 to 2021 as s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publication

years, published journal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scholars, etc.,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summary and promotion, then reflect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Based on this ,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hina's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cise experience, system innovation and level breakthrough.

Key words: modern apprenticeship;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trospec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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