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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4 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同时颁发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近年来，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探索和实践。在南通市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推行中，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将船舶工程技术专业作为试点专业之一，与

南通中远重工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本文结合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研究船舶工程

技术专业岗位胜任力需求，并将其培养融入现代学徒制教育模式中，以适应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
1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

岗位胜任力是指一个特定的组织中，促使员工胜任岗位工作并且在该岗位上产生优秀工作绩效的知

识、技能、能力、特质的总和。[1]岗位胜任力模型常见的有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洋葱模型把岗位胜任力由内

而外分为三个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个性动机，向外是自我认知、态度、价值观，处于最外层的是知识和技

能。[2]高职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岗位为船体装配工，其他就业岗位为生产设计员、精度控制员，

未来发展岗位为船舶检验员、建造生产管理员、建造主管。因此，船体装配工岗位胜任力是高职船舶工程技

术专业学生所必须拥有的能力。基于洋葱模型可构建出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岗位胜任力模型，如图 1 所示。
2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岗位胜任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2.1 岗位技能不足

通过跟踪走访船舶企业及近五年学院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发现，毕业生普遍缺乏岗位基本技能的

原因是学生在校期间缺少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单靠学生现场参观无法实现，需要通过长时间动手操作

才能获得。一是船舶行业属于重工业，需要各种大型运输和吊运设备，学院基于安全等因素，没有配置相关

设备，缺乏岗位技能全面训练的条件，造成实训室提供的实践内容单一。二是学校的装配实训室设备的更新

换代较慢，校内实践与企业真实工作存在差异，无法实现与船厂实际工作真正同步。三是在定岗实习环节

中，将学生散放到船舶企业，疏于管理，对学生的考核主要根据他们的毕业设计，缺乏对实践技能的考核。
2.2 职业特质欠缺

（1）爱岗敬业特质的缺乏。船舶属于重工高危行业，在没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下，造船企业一般不愿

接受学生进厂参观实习。学生对于岗位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书本、网络和教师，不能直接走进企业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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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真实的职场感受，无法获得职业特质，更谈不上职业意识。
（2）职业认同感的缺乏。学生对船舶行业的了解途径较为局限，对个人生涯规划尚处在摸索期，没有形

成相对成熟的认知与思考，造成他们在专业学习上动力不足，大多依赖学校、教师的被动灌输。长此以往，学

生难以确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也无法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职业认同感。
2.3 知识体系不配套

从毕业生问卷调查的反馈意见可以看出，大多数毕业生到企业后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岗位，将在

学校所学知识与岗位应用所需的知识顺利衔接。职业院校船舶工程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是按照知识的内

在逻辑关系，由浅入深的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涉及船舶建造的整个过程，而学生就业的岗位往往是定岗定

点，固定的工作对知识的需求相对专一，毕业生们容易产生在学校所学的大量知识不适用的错觉。
3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岗位胜任力培养路径

3.1 “双主体”培养学生的岗位技能

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生，学习场地由单一的学校变成了学校和企

业，成为培养学生的“双主体”。“双主体”育人过程中，重在以学生为中心，重在教学互动，给学生创造主动参

与、自主协作的环境，培养其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3]学校本位时，学生的学习场地主要在教室和实训

室；工作本位时，学生的学习场地主要在企业，身份由学生转移为徒弟，课程讲授由学校教师和企业教师共

同承担。通过校企合作，学徒依据岗位作业流程，在企业导师的帮助与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加强岗位技能训

练。学院与南通中远重工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以真实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建造生产任务

为载体，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
3.2 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职业特质

船舶行业企业对员工除了岗位技能的要求外，还在职业特质上提出了较高的期望，比如团结协作、耐劳

奉献、拥有强健的体魄等。职业特质的养成不是仅靠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就能实现的，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熏

陶和岗位实践的锻炼。为此，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第二课堂形式，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已成为培养职业特质的必然选择。学校邀请船舶企业员工参与到学生的第二课堂，通过专业知识讲座、

图 1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岗位胜任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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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讨、生产实践和体育比赛，将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进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拉

近学生与企业员工角色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竞争协作、乐于奉献的意识，逐步形成正确的职业

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企业联合学校组织造船软件、实践技能等专业技能竞赛，让学生与企业员工同台竞

技，邀请行业专家给予指导，让学生通过竞赛，看到自己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差异，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提

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与企业员工的互动交流中学习，促使学生形成个人的职业认知、提高企业认同

感，以主人翁的视角来感受企业文化，理解其职业精神，以期发展成身心健康、有职业素养的技能人才。
3.3 校企共建课程体系

为更好地实现让学生学有所用，尽快适应工作岗位，要构建校企共建课程体系，将专业课分为学校本位

课程与工作本位课程。学校本位课程包括：船体结构与制图、机械制图与 CAD、造船基础、船舶生产设计、船
舶设计基础、船舶 CAD/CAM、船舶动力装置、船舶管路与装配设计、船舶舾装、船舶建造测量与精控。工作本

位课程包括：船厂认识实习、船厂生产实习、船体放样与号料、构件加工、船体装配、造船质量检验、跟岗实

习、焊工实训。将船舶与海工行业企业的岗位职业能力、船舶生产与作业、安全管理体系等标准融入课程标

准，建立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为了更好地将行业、企业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船舶工程技

术专业需要组建由学校教师和企业教师组成的课程团队，共同研讨工学结合教材、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建

设信息技术引导、行业标准融入、技术先进、资源丰富的共享型专业群教学资源库，让学生及时、有效地掌握

行业、企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工作岗位，达到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的培养目标。
4 结束语

通过对现代学徒制教育模式的研究可以得出，培养学生岗位胜任力应着重通过以下三方面来实现，即

“双主体”培养岗位技能、第二课堂培养职业特质以及校企共建课程体系。这对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办学的力度和深度，在与企业深入沟通的基础上，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借助企业的资源和市场优势，结合学校在理论与技能培养方面特长，制定出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方

案，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岗位胜任力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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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ost Competency Training Based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king the Specialty of Ship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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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 competence for the specialty of Ship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Double Subjects”，the extracurricular classroom activities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traits and
construction of school -enterprise joint curriculum system. This puts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t nee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tensity and depth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Guided by enterprises’needs with the resources and market of enterpris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ory teaching and skill training from colleges, a competency -based training model with core
competiveness is shaped,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modern apprenticeship education model to meet the needs of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shipbuil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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