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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名现代学徒学成出师高薪入职
广东省首批“现代学徒制”学生毕业

要吃“现代学徒制”这只“螃蟹”，在探索中难免出现波折。
陈斗雪回忆道，在入学时，不少家长对于孩子“上学当学徒”还
心存疑虑。“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学习更多文化知识，而非实践
能力，多接受学校教育，而非到企业锻炼。还有学生和家长担
心，参与学徒制的学生可能会沦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

同样，学徒的身份，让企业也有很大顾虑。连小兰表
示，“学徒具有双身份，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员工。虽然
政府提倡‘招生即招工’的做法，但在试点中也付出了不小
的代价，包括每个月支付工资，提供宿舍、安排工程师、技
术人员辅导 2 年，还专门花费 1200 余万购置了新的设备。”

陈斗雪坦言，从试点到全面推广，“现代学徒制”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政府出台对参与企业用工、税收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各职业院校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体制
和机制，建立适应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双师队伍、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完善双身份学生管理制度，保障人才培养质
量。加大对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的宣传，使现代学徒制真正
得到全社会的参与和认同。

尽管如此，全省首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还是结
出了令人欣慰的果实。其中，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 32 名同
学已有 18 人与鑫润达电子有限公司正式签约，13 人被推
荐到伟创力等企业，还有 1 人作为交流生到台湾继续学习。
而汽车车身维修技术及汽车服务与营销两个专业的 21 名
同学也已经全部在珠三角地区就业。

学生受欢迎程度还可以在薪酬水平上体现。普通的高
职应届毕业生入职月薪可能仅为 2000 多元，但是目前这批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毕业生的月薪都能达到 3000 至 4000
元。“他们这段‘学徒’的经历非常宝贵，因此企业也乐意给
高薪。”连小兰说。

6 月 23 日下午 3 时，23 岁的钟福添回到他几
乎很少踏足的大学校园，参加毕业典礼，领取广
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广科院 ”）大专
文凭。与其他走出象牙塔的应届毕业生不同，过
去两年的大学生活，他几乎都在位于珠海吉大的
一家电子工厂内度过，一边上学，一边领着工资，
既是学生，又是企业员工，当其他同学还在为找
工作发愁时，他已经被企业预定了，收入也是同
届大学生的两倍。

在广科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作为借鉴德
国、英国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教
育试点，钟福添等 53 名学生是全省首批毕业生，目
前他们已全部顺利就业，初始月薪普遍在
3000-4000 元。

广科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陈斗雪表示，
作为世界职业教育重要培养模式的“现代学徒制”
开展势在必行，“然而在实践中，受国家政策法规和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现代学徒制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两年前，21 岁的钟福添从高州市第一职业技
术学校毕业，彼时，父母已经在外打工多年，说不
上富裕，但生活基本稳定。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
希望儿子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他们的鼓励
下，钟福添报读了广科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应
用电子专业。

得知自己所选的专业要试点现代学徒制，学
生要到企业学习，钟福添认为这是一个好机
会———能让理论与实操结合，还能第一时间了解
行业知识。2014 年 9 月 1 日，钟福添和同专业的 32
名学生一起进入珠海市鑫润达电子有限公司，成
为该校与企业培养的首批现代学徒。

每天早上 8 时不到，他们便打卡上班。中午 12
时 30 分下班，到公司食堂就餐。休息半个小时左
右，13 时 30 分再次开工，在师傅的指导下，再工作
4 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宿舍。“到了企业后，我们
的工作与正式员工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
每周只工作 4 天，工作的同时，会安排一个固定的
师傅来指导，还有 2 天学习学校课程。”

在鑫润达电子有限公司，23 岁的徐莹是唯一
的女学徒，徐莹说，两年前，她从招生简章上看到
珠海招“现代学徒制”学生，当时她也不懂这是什
么，只是被“既是工人，又是大学生”的话打动，就
报了名。“因为在学校呆久了，我当时希望能在工
厂多学点技术，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过去两年，徐莹在公司轮换了很多岗位，在每
一个岗位上都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现
在，她在工厂师傅的指导下，还能编写简单的制造
程序。刚毕业，公司就已经跟徐莹签订了三年的劳
动合同，岗位是工程助理。

“现代学徒制最大的特点是学生具有双重身
份，能一对一跟着企业师傅学习。”王红梅是应用
电子专业老师，负责与企业对接开展现代学徒制。
她告诉记者，现代学徒制改变了定岗实习中的不
确定因素，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尽可能
多的知识。

在陈斗雪看来，“学徒制”更通俗的理解就是师傅带徒
弟。手工业时代，学徒们从进入师门到长大成人的饮食起
居均在师傅家中，师徒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进入大工
业时代后，学徒制从家庭延伸至企业。但是，传统学徒制不
能满足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大批量人才需求，学校
的职业教育脱离实践的痼疾仍未根治，所以，将传统的学
徒培养与现代学校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现代学徒制，是弥
补这一缺陷、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必然选择。

与传统大学培养人才模式不同，“现代学徒制”学生的
大学生活几乎都在工厂度过，以“顶岗学习”为主。

“学生被录取后，首先要跟学校、企业签订三方协议，
同时具有大学生和工厂员工的双重身份，”陈斗雪介绍，对
于现代学徒制的学生而言，入学即招工，学生的教学及食
宿全部在企业，实行“工学交替”，每周累计有 2 天时间学
习理论，由学校安排老师到企业上课，四天时间在企业顶
岗实践，课程由企业与学校根据行业的实际需要设定。

据介绍，广科院首批招收的现代学徒制的专业分别是
电子专业和汽车专业，前者的学生均在鑫润达电子有限公
司集中授课，由企业导师培训岗位实践技能，而专业理论
则由广科院的老师到企业开展教学。汽车专业的同学则采

取分散式培养，学员们被分散至欧亚汽车公司的各家会员
单位 4S 店进行实践技能培训，专业理论则由广科院老师在
指定时间到校外基地授课。

与那些岗位固定的普通工人不同，这些学员在两年时
间里需要不断地轮岗。汽车专业的学生陈宇告诉记者，两
年里，他从钣金工、喷漆工、美容工、机电维修工这些业务岗
位到事故查勘员、营销员、保险员等业务岗位、甚至管理岗
位都有涉足，已经学得一身好功夫。

在这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学方案需要校企双方共
同制定。“我们就把传统人才培养方式中不符合实际生产的内
容都拿掉了。”鑫润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连小兰说。

除了教学方案，广科院与企业间还搭建起“双导师”团
队，其中应用电子专业的企业导师有 12 人，汽车专业的企
业导师 16 人，他们都是企业的技术骨干，大部分为本科毕
业并拥有工程师及以上的职称。

陈斗雪说，“现代学徒制”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在工厂实训，
每月可领取 1600 多元的工资，工资不低于珠海最低工资标
准。除了培养模式不同，在其他方面，“现代学徒制”学生与普
通大学生并没有区别，也拥有在校大学生的各种权利，比如申
请奖、助学金，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毕业成绩合格获得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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