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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强调教育界与产业界之间的深度融合，也要求

职业学校教师与企业培训师傅两支队伍共同培养高质量的职业技术人才。当前，我国企业培训师

傅队伍仍存在先天发展不足、后天建设失衡等问题，具体表现在能力不足、发展受限、标准失效、收

益不高、支撑欠缺等方面。现代学徒制对未来企业培训师傅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理

实一体化的素质结构、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高效的师资团队合作、有效的师傅资格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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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modern apprenticeship requi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joint training of high-qualit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by vocational teachers and enterprise train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staff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such as congenital insu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and

imbalance of acquired construction, which are manifested by insufficient capacity, limited development,

invalid standards, low returns and lack of support.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m of trainers in enterprises, such as a

reasonable and integrated quality structure, qualifi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bility, efficient teamwork

of trainers, and effective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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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务院和教育部

于 2014年提出了校企一体化育人、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的意见。当前，无论是人社部门推动的企业新

型学徒制，还是教育部门推动的现代学徒制，都已

经进入了全面推行阶段。师资是现代学徒制实施

的主导力量，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端的师资力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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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为持续和稳定，而企业端的培训队伍建设则困

难重重，我国企业师徒制的发展经历了建国前后的

曲折向前发展，最终在市场化进程下师徒制技能形

成陷入危机。［1 ］本文拟探讨在当前全面推进现代学

徒制背景下，企业培训师傅队伍的定位、现状、问题

及挑战，为未来进行产教深度融合的企业建立师傅

队伍提供参考。

一、现代学徒制及其师资力量

所谓“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

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式

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对传统学徒制的发展。［2 ］这种

发展实质上是一种从就业培训向职业教育与培训

相结合的转向，具体来说，现代学徒制从传统到现

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制度管理、参与主

体、教学内容、场所及评价要求等多个层面：目的和

功能上由重生产性向重教育性转变；制度管理上由

行业企业转移至相关教育与培训部门；参与主体上

由企业和学徒的单方协议发展至由政府、行业、企

业、学校等多方紧密协作与监督的共同体；在教学

过程、内容、方式上由非结构化向结构化发展。现

代学徒制在教学的时间、地点、内容及方式都有着

较为严格的规范化要求，［3 ］相应地在教育教学评价

上，现代学徒制对学徒的要求也由实践操作取向往

综合素质提高与职业能力发展并重方向发展，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和学历证书的融通也是现代学徒制

实施的重要方面。

现代学徒制的具体教育教学活动实施是由职

业学校教师与企业培训师傅共同承担的，后者也称

之为企业师傅、企业导师、企业培训师等。近年来，

我国人社部与教育部先后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行企

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人社部发〔2018〕66号）和《关

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

〔2019〕12号），这些文件都提出“企业应选拔优秀高技

能人才担任学徒的企业导师”，要“推广学校教师和企

业师傅共同承担教育教学任务的双导师制度……打

造专兼结合的双导师团队”。以职教强国德国为

例，其双元制职业教育培养过程由职校教师与企业

培训师傅共同实施，学徒每周 3-4天接受企业的技

能培训，其余时间在职业院校进行知识性的课程学

习。［4］甚至有前教室后工场的设置，课程教学与技能

培训随时交换进行。企业培训师傅占据了整个职

教师资队伍的半壁江山，由此得以保证职业教育体

系的平稳运行。

我国现代学徒制发展同样需要企业培训师傅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学生/学徒来说，企业培

训师傅是技能长者，代表着未来所从事职业最鲜明

的形象，是实践技能学习最直接的来源渠道，也是

职业精神最深切的感受载体；对于职业院校及其教

学过程来说，企业培训师傅是职业院校实践工学合

一、校企合作的重要桥梁，企业培训师傅将企业的

发展动态、企业对技术技能的能力需求、行业领域

的发展前沿带到教学过程中，使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活动能够与职业世界接轨，人才培养结果及其质量

能够达到劳动力市场的用人标准；对于现代学徒制

的整个师资队伍而言，企业培训师傅是其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培训师傅与职业院校师资在

功能上相辅、在角色上统一、在地位上相当，都需要

掌握一定的教育教学能力，遵循基本教学规范，同

时也共同享受作为教师的荣誉以及相应的教师培

养、培训服务，二者有效对接才能保证现代学徒制

的正常运转。

二、企业培训师傅队伍的建设现状及问题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企业培训师队伍是一支企

业主管的队伍，也是建设企业培训师傅队伍的核心

构成，其建设尚存在以下一系列问题。

1. 能力不足

我国的企业培训师还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培训

市场良莠参半，有些培训师对培训业务一知半解，

而仅仅利用一些关系或招牌，内容浅陋；有些培训

机构既没有课程开发能力，也没有专业过硬的培训

师队伍，质量令人担忧。［5 ］我国当前企业培训师能

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专业实践能力有限，不能结合

企业实际所需实施教学，这也是大多数企业更愿意

让本企业内部经验丰富的人员承担培训师任务的

重要原因；教育教学能力有限，优秀的企业培训师

不仅是知识应用指导者、学习导向者、知识的传授

者，更主要的还是团队学习的推动者。［6 ］在学习化

社会以及终身教育的背景下，培训师不单单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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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徒主动学习、学会学习

并能有效参加团队活动的推动者，这些都需要培训

师具有丰富的教师实践智慧，这是很多新手培训师

所不具备的；课程开发能力及管理能力有限，这与

我国培训师师资队伍中兼职教师占较大比重有关，

在按次结课的培训中，课程研发及管理等战线较长

的任务项目基本处于搁置的状态，这对培训师的专

业成长以及学徒的连贯性学习都是不利的。

2. 发展受限

我国企业培训师培养及培训模式极大地限制

了专业发展，企业培训师作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师资队伍的一部分，其在主要教授专业技能的同

时，还应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以促进学徒实践技

能学习的消化和吸收。此外，学徒综合素质及道德

水平的提升也是培训师实施培训的主要目标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双师型的能力要求也应该

成为企业培训师应有的素质构成部分，除此之外，

企业培训师还需要了解企业的生产现状和实际问

题，并据此制定培训计划和课程，学徒的基础、学习

特点及情绪状态也需要考虑在列。［7 ］因此，企业培

训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教育教学能力、人格素养等

复合型能力要求，意味着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

职前、入职及职后培训，方能实现从新手向熟手再

到专家的成长。而实际情况是，我国企业培训师职

业从职前的培养到职后的培训环节都是严重欠缺

的。首先，在职前的培养环节上，没有专门的企业

培训师专业（或作为进修专业），现有的专职企业培

训师多是来自于相关的专业背景，如教育学、心理

学、管理学等，兼职教师也多以实践操作技能为重。

较长时间的专业化培养阶段是个体形成专业思维

和核心技能的重要时期，该阶段在整个企业培训师

行业的缺乏会直接导致其专业发展基础薄弱及后

续动力不足；在入职及职后的培训阶段，我国企业

培训师师资也是处于没有机构提供培训、没有专家

实施培训、没有资金和制度支持培训的多重困境，

企业培训师的专业化发展更多的是处于自生自灭

的状态，这在整体上限制了我国企业培训师师资队

伍水平的提高。

3. 标准失效

我国企业培训师国家职业标准将企业培训师

分为三个等级：助理企业培训师、企业培训师和高

级企业培训师，随着等级的提升，其相应的标准要

求也在逐渐“加码”，专业教学能力是三者共同的核

心要求，后两者则相应地增加了承担课程开发及培

训管理方面的要求。根据实施情况来说，这种笼统

的划分办法与企业的现实发展需求是无法很好兼

容的，另外，我国现行的企业培训师职业标准制定

及应用中还存在着参与主体缺失、实施过程环节间

断等问题。［8 ］企业培训师标准本身质量及效度有

限，在后续的资格鉴定及认证环节存在内容和方式

刻板、规范化程度低等问题。这些综合导致了我国

企业培训师标准的失效，企业培训师证书的含金量

和吸引力大打折扣，在实际企业工作中，培训师资

格证书并不是培训师入职、晋升、考评、薪酬的硬性

指标与依据。［8 ］企业培训师标准建设及实施的不足

会极大限制该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企业培训师师资

队伍的专业成长及职业发展也会因标准缺失而陷

入盲目发展的状态。

4. 收益不高

按照需求层次理论的划分，可以将企业培训师

的收益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生存层面，即企

业培训师岗位能够为企业培训师个体及其家庭提

供的物质生存条件，该层面上企业培训师收益的高

低主要以其工资水平为参照。与企业培训师行业

的构成级别相对应，级别及其背后所包含的能力水

平、学历、经验、声望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企业培

训师实际的工资水平，所在地区、行业等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目前，我国企业培训师行业的工资水

平整体上难以与该行业对其所从事人员高度的综

合能力需求相匹配，不同地区、行业、级别的企业培

训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尤其是不同级别（例如高

级培训师和普通培训师之间）的收入存在着数倍乃

至数十倍的差异，这之中除了确实受培训师个体能

力高低因素的影响外，刻意地包装宣传、名人效应

等社会及市场环境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

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企业培训师师资的

规模化及稳定性的发展。二是精神文化层面，主要

体现于人们对企业培训师行业认可度及其社会地

位等方面。基于我国企业培训师行业处于早期发

展的基本现状，社会大众对于企业培训师的认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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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有限；再加上企业培训师行业的制度规范、行

业组织及标准构建大多处于初步开发甚至空白的

阶段，这些都导致了企业培训师行业与社会、政府

机构之间交流机制和平台的欠缺，限制了其社会地

位及社会影响力的提高。

5. 支撑欠缺

企业培训师师资队伍发展支撑系统中较为重

要的部分有：行业组织的成立；行业制度及规范的

建立；市场准入、竞争及监督机制的形成；专业化研

究的开展等方面。由于我国企业培训师行业尚处

于早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下的供需机制是影响该

行业当前发展的主导因素，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一

定程度上会导致局部企业培训师行业的“野蛮生

长”和无序发展，这对于企业培训师师资队伍整体

的良性构建是不利的。目前，我国企业培训师行业

及师资队伍建设相应的制度及组织支撑十分欠缺，

这无疑造成了该行业职业发展前期的根基薄弱和

后期动力的不足。另外，我国当前有关企业培训师

的学术和实践研究寥寥无几，没有专业的研究人

员、机构、理论基础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就无法将

该领域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也无法提供专业

的人力资源储备。

三、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对企业培训

师傅队伍提出的新要求

当前，随着现代学徒制或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全

面推行，企业培训师傅的选拔、培养、投入与评价成

为现代学徒制顺利开展与质量保障的重要条件。

基于当前企业现有培训师队伍建设的成果与问题，

现代学徒制对企业培训师傅队伍的继续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1. 理实一体化的素质结构

理实一体化是各类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共同的

能力要求，这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

同样都是理实一体化的能力要求，相对于职业学校

的专业理论和实践课教师而言，作为学徒的培训师

傅在该维度上具有行业特殊性。作为长期与企业

接触，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于企业实践一

线的企业培训师傅而言，专业实践技能及经验可以

说是达到为人师的水平，其能力进一步提升方向主

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实践水平的基础上

进行提炼提升，实现实践操作环节的程序化、结构

化，由此熟练展示于教学环节以促进学生的高效化

学习；二是在融合自身实践技能的基础上加强相关

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企业培训师傅而言，理论知

识学习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其对当下实践工作的

理解，实现技术技能水平的质性提升，从而更好地

承担一个作为技术技能传递者角色的职责。

2. 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对于企业培训师傅来说，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

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首先是育人的能力。现代学

徒制归根到底是一种教育模式，教育性教学是贯穿

于整个教学过程的。企业培训师傅作为职教师资

的一部分应当承担起作为教师的职责，以帮助学徒

在学习技术技能的过程中实现成才的同时也能够

成人，实现全面、持续发展。二是专业教学能力。

未经过系统师范教育的企业培训师傅缺少了教育

学、心理学等知识的储备，实际教学过程的实施更

多是遵循自己的“田野经验”和“野性思维”，在教学

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教学组织的安排

上多是无规律应急性选择的结果，往往会忽视教育

教学规律和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对教学实践环节的

影响。三是管理能力。包含项目管理能力和课堂

管理能力两个方面。现代学徒制要求学生在学习

中参照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开展项目化学习，专业教

师应当有能力选择合适的项目，并将其转化为适合

学生学习的形式，组织学生在“做中学”。［9 ］相对于

传统学徒制而言，现代学徒制更多是采取“一对多”

类似于课堂教学的教学模式，企业培训师傅在实施

教学的过程中，除了具备基本的课堂控制能力，同

时还需要发挥集体学习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实现学

生专业能力、社会能力、个人素养的共同发展。四

是职业指导能力。了解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前

景，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行业和职业的相关前沿

内容，让学生提前对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有个初

步了解，［10 ］提前为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做好规划。

3. 高效的师资团队合作

由于工作场所学习在管理、教学过程、评价上

的复杂性及各岗位工作的异质性，企业培训师傅自

身也需要进行团队建设，才能全面、有效地完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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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培训工作及现代学徒制的整体培养目标。首先

是企业培训管理团队的建设，包括培训部门内培训

主管、专兼职培训师、岗位培训人员等，主要负责企

业学徒的管理与指导，工作性学习任务开发、实施

与评价。该团队同时也作为企校双师队伍进行建

设，协调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时间，服务

于现代学徒制的培养需求；其次是企业内部职业岗

位群的培训团队建设，该团队服务于职业岗位群所

需后备人才技能培训及技术与工艺创新，队伍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与发展性，相对于前一团队而言，该

团队的职业专业性与实践性更强。

4. 有效的企业培训师傅资格标准

随着现代学徒制的全面开展，我国企业培训师

傅的培养应该从现状出发，顾及发展与现实需求。

此外还需做到以下几点：建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以学习结果为衡量标准的企业培训师傅标准体系；

以社会及行业实际的发展需要为依据完善标准内

容构成以及等级与类型的划分；多主体参与标准制

定、实施与监督，以提高标准的实施认可度；建立健

全资格标准的考试制度，保证企业培训师傅资格证

书社会信用度和效度；完善资格标准实施配套的实

施规范，明确各主体在开发、认证以及颁证环节中

的职责，以及相关标准规范的清晰阐述和有效实

施；夯实相关职业教育的法律基础，并在企业培训

师傅的市场准入制度及竞争制度等制度建设上协

助其资格标准体系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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