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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
———兼论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徐涵

摘 要：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这既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经济界需要高层次技术人才的积极回应。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

元制大学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采用了学校和企业“双主体”的育人模式，其应用

导向的专业设置、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以及能力导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样化的考核考试形式，为重构

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依据产业需求，设

置职业导向的专业；加强校企合作，构建“双主体”育人模式；根据职业需求，建立应用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以能力为导向，确立多样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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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

融合，高端制造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迫切需要高层次技术人才作为经济转型

与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因此，发展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为了培养满足经济

界需要的高层次技术人才，国家高度重视并支持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
发布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
中明确提出：“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本科层

次职业人才”“支持定位于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本科高等学校实行综合改革，向应用技术

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在这一政策支持下，各地开展

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校，重点举办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试点试验。但是转型效果并不

理想，主要原因是这类学校大多数是新建地方本科

高校———升格之初就以传统的普通高校为参照样

板，在办学思路上主要遵循学术逻辑，一味效仿和

追求综合性大学的培养理念和目标；转型以后学科

与专业的关系难以协调，并未形成体现职业教育类

型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 因此，2019 年《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再一次强调“开展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试点”，并通过合并、升格等方式先后成立了

30 余所职业本科院校， 这类院校一部分由民办高

职院校升格而来，一部分由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

并转设而来，许多新建职业本科院校的管理者的认

识仍然停留在专科职业教育或者普通高等教育的

范畴，对类型发展还缺乏长远、整体的战略规划，由

此造成学校整体办学特色和发展定位模糊摇摆 [1]，

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形成。

如何推动新建职业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进

行综合改革， 举办高水平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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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 （Die Duale
Hochschule Baden-Wuerttemberg，简称 DHBW）是在

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双

元制命名的大学。 2006年 5月 5日，巴登符腾堡州

议会决定，按照美国州立大学系统的范式把职业学

院改组为州立双元制大学。 2008年 11月 3日，州政

府通过了《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建立法案》，以

推动学校改组。 2009年 3月 1日，巴登符腾堡州职

业学院正式更名为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也是

目前德国唯一一所州立双元制大学。 学校在经济、

技术、健康和社会工作领域与超过 9000家企业和社
会机构合作，提供国家和国际认可的各种学士学位

课程，同时也提供职业一体化硕士课程和职业伴随

硕士课程。 目前学校共有 34000 名学生和 170000
校友，是巴登-符腾堡州规模最大的大学[2]。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是双元制职业

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其办学定位类似

于我国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主要是为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的解决现场问题的技术工程

师，采用学校与企业“双主体”育人模式，其应用导

向的专业设置、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以及能力导向

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样化考核考试形式可以

为我国重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

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专业设置：以经济界需求为导向

双元制大学秉承了职业学院的办学定位，以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 培养高级技术性人才为宗旨，其

专业设置始终坚持适应性、应用性和区域性的基本

原则，在健康、经济，技术和社会 4 个领域设置了
28个专业，100多个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课程。 技

术领域开设的专业最多，设置了建筑工程、化学技

术、电气工程、信息技术、木材技术、集成工程、航空

航天技术、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三元机电一体

化、纸张技术、安全学 13 个专业，51 个专业方向；

其次是经济领域，设置了企业经济学、会计税收经

济法、媒体、创业、葡萄酒技术管理和经济信息 6 个
专业，37 个专业方向；再次是健康领域，设置了应

用健康与保健科学、应用助产士、应用护理学、医师/
医生助理、跨专业的健康医疗、医学技术科学和物

理疗法 7 个专业，8 个专业方向； 开设专业最少的

是社会领域，设置了社会工作和社会经济 2个专业，

15个专业方向。 总体来看，双元制大学的专业设置

以技术领域为主，兼顾经济、健康和社会领域，这与

德国的产业结构相匹配。德国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

导，制造业为核心，兼顾第三产业的发展。双元制大

学的专业设置充分体现了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

办学定位。

双元制大学的专业设置与传统的综合大学相

比具有明显的不同， 主要以经济界的需求为导向，

根据行业与技术发展不断调整专业设置，主要体现

两个基本特点：

1.应用性。 专业设置不是遵循学科逻辑，依据

学科分类，而是依据职业领域，根据具体的工作领

域设置专业，体现了明显的职业导向性，如应用助

产士、医生助理、儿童和青年援助、社会卫生领域管

理等专业，具有显著的职业性和实践性特征。

2.复合性。 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社会上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复合、学科交叉的行业，如数

字化经济、智能化经济等，急需具有跨学科知识、掌

握不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同时，随着现

代社会在生产、服务与管理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

复杂，往往需要运用多学科、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与

方法，对问题进行全面地思考和理解，系统性地提

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因此，为了应对经济界对复合

型专门人才的需求，双元制大学开始设置复合型专

业，如数字商业原理、数字媒体、医学信息学、化学

与生物技术、能源与环境技术、机电一体化、集成工

程、IT汽车、国际商业和信息技术管理等专业，体现

了多学科交叉复合的基本特征。

二、课程设置：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不同的课程

承载着不同的育人任务。根据双元制大学人才培养

目标的定位，其课程体系由核心模块、专业方向模

块、特色模块、方法基础模块、关键能力模块、实践

模块、学位论文模块以及附加模块，共八大类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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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每大类模块内又包含若干个具体的课程模

块，每个具体的模块不少于 5 学分，且不能高于 10
学分，总计 210学分。

核心模块涉及的是每个专业的基础和必需学

习的内容，共计 60学分；专业方向模块是在专业基

础上的专业方向的深化知识， 该模块通常 8 学分，

最多 10学分； 特色模块根据行业发展重点和地方

经济特色设置，包括特色必修模块和地方特色必修

模块，共计 30 学分；方法基础模块涉及科学工作、

科学数学/统计、 项目工作设计以及学位论文的方

法准备，通常设为一个独立的模块，也可以融合到

其他模块的学习内容中， 教学内容按照至少 20 学
分设计；关键能力模块主要讲授方法能力和社会能

力的教学内容，按照至少 10学分的教学内容设计，

在其他模块领域也要培养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实

践模块是指在整个学习期间的实践学习阶段的实

施内容，主要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按照 48 学分
设计；学位论文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和技能解决实践问题能力，按照 12 学分设计；附

加模块是指学校为学生提供的选修模块，通常是跨

学科的课程模块，供学生自愿选择，但学习成果不

计入总学分中[3]。

从课程模块涉及的内容来看，双元制大学的课

程设置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紧密结合。 课程计划既

强调理论学习，也重视实践学习。每个专业都设置了

3个实践模块和学士论文模块，占总学分的 28.6%，

旨在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

综合能力。课程安排采取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交替

的学习方案。 双元制大学学制三年，每 3 个月交替
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学生除了获得专业知识和实

际经验的方法知识外，还能获得在职业中所必需的

行动能力和社会能力。教学计划的理论内容和实践

内容相互协调，并与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实际发展

紧密相连。实践阶段取得的成绩是整个学习的有机

构成部分。

2.专业基础学习与专门化学习相兼顾。 每个专

业均设置核心模块，占总学分的 28.6%，在整个课

程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旨在向学生传授专业基

础知识，为学生的专业化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同时

也为学生未来在专业领域内的流动打下专业基础。

双元制大学在强调专业基础学习的同时注重对学

生专门化能力的培养， 通过设置专业方向模块、特

色模块向学生提供专业深化知识，促进学生的专业

化发展。

3.专业能力与跨专业能力培养并重。 每个专业

除了设置核心模块、专业方向模块、特色模块以保

障学生专业能力的形成以外，各专业均设置了方法

基础模块、关键能力模块和附加模块，总计占总学

分的 14.3%。方法模块为学生提供开展项目工作和

完成学位论文所必要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开展科

学研究的能力；关键能力模块重点培养学生在异质

团体中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社会责任

感和国际理解力等；附加模块通常设置跨学科的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用跨学科的视角解决专业领域问

题的能力。

4.区域性与国际化并重。 一方面，双元制大学

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应体现区域化特征，

因此，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地方特色必修模块，为

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

化， 认识和理解其他文化已成为未来专业人员和

管理人员的核心能力之一。因此，为了提高毕业生

在欧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应对全球化经济对

技术人才的国际化要求，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

跨文化的理解力，双元制大学与全球 200 多所的
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一个学期的国外学习，既包括

在国外大学的课程学习，也包括在国外相关企业的

实践学习。在多数专业，学生可以在国外完成部分

学业。通过国外学习，学生能够获得在其他国家生

活和工作的重要经验，并改善他们的语言能力。通

过这种方式，学生能更好地为全球一体化的工作

世界做准备。

三、育人模式：双元主体

双元制大学的人才培养沿袭了“双元制”人才

培养模式，即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完成人才培养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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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企业在双元制大学人才培养中的责

任与义务[3]

教育企业是双元制大学人才培养的主体之一，

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主要承担如下责任与义务：

1.向双元制大学提供具备教育资质的相关文
件。 教育企业必须满足双元制大学确定的前提条

件，其资质由双元制大学参议会确定，并通过质量

保障委员会对教育企业的资质进行监督。 因此，企

业需要提供必要的相关文件。

2.制定企业的教育目标与教育计划。 按照教育

合同，企业教育计划安排与实施应确保企业教育目

标的实现，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职业经验，达到

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企业教育目标。

3.配备企业师傅。 教育企业为学生配备适合的

员工作为指导师傅，负责学生在企业的实践学习

指导。

4.提供培训材料。 向学生提供在教育企业和跨

企业培训机构实施的培训所必需的培训材料，特别

是工具、材料和专业文献等。

5.提供工作服。 教育企业向学生提供特定的工

作制服。

6.提供培训津贴。 为每个学生按月提供学习津

贴，最迟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向学生发放。

7.保证学生只参与教育相关的活动。

8.承担教育企业之外的培训费用。 根据教育合

同规定的在其他培训地点实施的培训措施的费用

由教育企业承担。

9.在培训关系结束时，教育企业为学生颁发证

书，证书内容包括教育的形式、期限和目标，以及学

生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经验，以及管理绩效的

说明。

（二）教育企业是人才培养的主体

教育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主体，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话语权。

1.教育企业具有招生的主导话语权。 双元制大

学本科学习的入学资格要求学生具有高中毕业文

凭（即大学入学资格），同时与教育企业签订教育合

同，这是进入双元制大学学习的前提条件。因此，双

元制大学每个学习位置的背后都有一个双元伙伴。

教育企业和社会机构通过测试或面试自己挑选学

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双元伙伴选择适合自己的

学生，同时也使得申请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双元伙伴。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后备力量。

2.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参与设计学习方案，

并承担实践阶段的教学任务。双元伙伴参与学习方

案的设计，将企业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素质要求融

入到整体的学习方案之中，同时承担企业的实践教

学，在实践学习阶段学生尽早承担起责任并且在真

实项目中应用理论学习阶段获得的知识。双元伙伴

通过与双元制大学的三年合作，采取理论与实践的

交替教学，可以使学生不仅获得专业知识和方法知

识，还能获得行动能力和社会能力，以更好地方式

为工作做准备。 同时，双元伙伴作为双元制大学委

员会的成员参与学校的多方面的事务和决策，直接

影响双元制大学的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

3.在经费投入上，企业分担部分教育成本，承

担实践教学所需经费。具体包括企业师傅的薪酬及

福利、学生的培训津贴、企业培训所需的设备、工具、

材料等方面的投入，以及企业外培训（通常在跨企

业培训中心实施）费用。

四、考核评价：能力导向的多样化的方式与方法

双元制大学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宗旨，具体包括

专业能力、方法能力、个人能力、社会能力和综合行

动能力。 专业能力指毕业生具有宽广的、综合的知

识，理解所学专业的科学技术，并运用专业知识和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包括关于所学专业和社会

工作的全面客观知识； 对专业内容的批判性理解；

对理论在实践中应用性的评估；批判性地分析解决

问题的影响因素；深入理解组织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对问题的适当评估；以及理解组织结构、产品、程序、

措施和过程等。方法能力指毕业生能够运用科学方

法收集相关信息，采用广泛的方法和技术解决专业

问题，以及选择和应用适当的方法提出新的解决方

案，具体包括评估方法和技术在专业上和职业应用

领域的相关性；评估方法的实用性与局限性；运用

不同方法处理问题的经验知识等。个人能力指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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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有高度的反思能力和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具

体包括学习能力；抵抗与坚持；创造力和进一步发

展与创新的动力；独立和自我责任；时间管理和优

先排序能力；自我管理以及抗压能力等。 社会能力

指毕业生能够超越个体行为，为维护社会合作做出

贡献，准备好承担专业责任和社会角色，具体包括

解决可见的目标冲突和不和谐；对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反思；自我责任意识；以及异质团队中的参与

性、文化敏感性和宽容性；用外语进行沟通等。综合

行动能力指毕业生能够综合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

经验知识成功应对社会职业实践情境，具体包括因

势利导的行动；理解相互关系和过程；批判性判断；

自我责任感、有效性、主动性；在全球化工作环境

中的行动能力；理论对实践的适用性和有用性评

价；理论背景下的实践反思等等 [4]。 为了促进学生

能力的发展，双元制大学建立了能力导向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样化的考试方式。 根据双元制

大学的考试规章的规定，考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

种形式[5]：

1.试场考试。 在试场考试中学生应在规定的时

间内，在许可的辅助材料的帮助下完成任务。 试场

试卷应由知识问题、 方法问题和理解问题组成，并

给学生批判性的思考机会。

2.学期论文。 学期论文是针对某一主题的书面

论述。 学期论文可以由个人完成或小组共同完成。

如果是小组共同完成，小组中的每个成员的任务必

须是明确的，这样便于确定小组成员在小组成绩中

做出的贡献。 学期论文的成绩既包括书面的成绩，

也包括 15 分钟的工作结果的阐释。 总成绩是书面

成绩占三分之二，口头阐释占三分之一。

3.口试。 口试在考察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

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专题报告和展示。 专题报告是对自己完成内

容的口头专题报告。 在关键能力模块中，展示学生

工作结果的报告是优选的考核方式。学生在做专题

报告和展示时，教师除了评价专题报告和展示的内

容外，也要评价其呈现方式和语言表达。

5.实践学习反思报告。 实践学习反思报告包括

关于实践阶段的时间和内容安排、对在实践阶段的

学习进步的反思、以及从学生的视角对理论学习内

容和实践学习内容联系的反思。每个实践模块结束

时都要完成实践学习反思报告。

6.项目工作。 项目工作是一份将科学知识迁移

并应用于企业实践学习的文件，且每个专业的科学

知识（例如工商管理或者计算机科学）都应在企业

的问题中应用。 实践模块中，项目工作还包括大约

30 分钟的报告。 项目工作的主题由学生和企业协

商确定。教育企业为学生提供完成实践阶段的项目

工作所需要的相关条件。企业工作人员为项目工作

的完成提供伴随式的指导。

7.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旨在考察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整体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常应该

60 至 80 页。 如果学术论文是艺术领域的，创造性

的项目（如电影或其他的媒体项目）也必须包含至

少 20-40页的理论部分， 其中理论部分涉及概念、

选题背景以及理论依据等。

8.档案袋，包括关于学习模块的主题、简介和

反思的文件等。

从考试方式及涉及的考试内容看，双元制大学

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

1.注重考察学生的理解力和反思能力。 如：试

场考试由知识问题、 方法问题和理解问题组成，并

给学生批判性的思考机会；在其他的考核方式中也

都强调学生对学习的反思；

2.注重考核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企业实践
问题的能力。如：项目工作、实践学习反思报告等主

要考核学生将专业知识运用于解决企业具体实践

问题的能力；

3.注重考核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学

期论文、专题报告、项目工作、学位论文等都是考察

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整体性地解决某一综合性

问题或任务的能力；

4.注重考核学生的跨专业的能力。 如：口试、专

题报告、项目工作等，在考核学生的专业能力的同

时，也注重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展示能力以及

团队合作能力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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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教

育改革的重点， 这既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经济界需

要高层次技术人才的积极回应。目前体现职业教育

类型特征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尚未

形成，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业定位模糊，专业设置尚

不能很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人才培养的

主体仍然是学校，企业参与不足，企业对高层次技

术人才的素质要求没有很好地体现在人才培养之

中；三是课程设置与工作世界缺乏联系，尚未构建

起支撑技术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四是对学生的评

价方式和评价内容单一，尚未建立起能力导向的评

价体系。 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合理地借鉴德

国双元制大学的有益经验，重构我国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健康发

展，办出中国特色和水平。

（一）依据产业需求，设置职业导向的专业

职业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人才，满足国家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其专业设置应

坚持适应性、应用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原则。 适应性

主要指专业设置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区域产业结构

变化以及技术创新与发展做出适应性调整；应用性

指专业设置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比，直接面向

社会生产、 服务与管理领域设置职业导向的专业；

区域性指专业设置主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围绕

着区域内的企业对高层次技术人才需求，设置具有

地方经济特色的专业。德国巴登符登堡州双元制大

学的专业设置充分体现了适应性、应用性和区域性

的基本特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和新经济业态设置

应用导向的新专业和复合型专业，满足新经济发展

需求。 2021 年 1 月，教育部出台的《本科层次职业

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指出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办学定位要坚持面向市场、服

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定职业教育定位、

属性和特色，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应通过

文献研究、现场调研、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开展行

业、企业和就业市场调研，了解国家及区域经济发

展政策、产业发展与调整战略、技术创新与发展趋

势以及行业企业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诉求，设置职

业导向的专业，重点建设新兴交叉产业（如数字化

经济、智能化经济等）相关专业，着力升级改造传统

产业相关专业（如装备制造、电子电气等），以满足

经济界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需求。

（二）加强校企合作，构建“双主体”育人模式

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是职业教育各层次人

才培养的典型特征，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所

决定的。 要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企业就应该成为育人主体，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这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条件。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作为跨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仅

是其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其特色发展的

重要法宝[6]。目前，国家主要采取整合民办职业教育

资源，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以及将地方本科高校

转型发展为应用型高校的方式举办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面临着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尽管目前我国

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和应用型高校已将 “校企合作，

共同育人”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但当前还存

在诸多问题，如学校的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脱离、

企业缺乏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等等。如何重构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德国双元制大学的

“双主体”育人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经验。首先，

将现代学徒制引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开展高等现

代学徒制试点。 2012 年我国就开始在中等和高等
职业教育领域推行现代学徒制，经过近 10年的试点
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学徒制的办学经验，可以将

这些经验应用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领域，探索高等

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方式。 其次，鼓励职业本科

院校、应用型高校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共

同育人。 一是邀请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

准的制定，将企业的需求融入本科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标准之中；二是鼓励教师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合

作共同开发专业课教材，将企业的典型工作任务、

情境、案例等转化为学习性任务，加强职业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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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内容与工作世界的联系，将反映产业发展最新成

果，适应技术革新和市场需求，突出理论和实践相

统一的特征，并将其融入专业课程教材中；三是可以

通过“引企入校”“引校驻企”等多种形式的校企合

作，支持引导企业承担实践教学任务；四是加强与产

教融合型企业合作创建产业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协

议，明确校企双方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教师团队

建设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强化企业的育人责任。

（三）根据职业需求，建立应用导向的模块化课

程体系

课程体系构建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课程内

容的选择和课程内容的组织。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

职业性与高等性要求其课程体系的构建应打破学

科组织逻辑，以职业所需的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构

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德国双元制大学的课程设置充

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我国职业本科和应用型大学应

借鉴其经验，根据职业所需的技术知识设置模块化

的课程。 依据我国技术哲学家吴国盛对技术的界

定，技术知识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与个体

身体实践相关的技巧、技能、技艺和技法；体现在行

动和做事情之中的方法、手段和途径；物化的工具、

设备、设施和装备；工业技术、工程技术以及应用现

代科学的现代技术[7]。 选择适合的技术知识是构建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这可以通过职业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职业分析是对

毕业生未来可能从事职业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及

其所需的知识、 技能和素养进行系统化的分析，旨

在确定职业能力标准。职业本科和应用型大学可以

通过实践专家访谈会，运用头脑风暴法、关键事件

法、小组讨论法等方法开展职业分析，为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提供基本依据。通过职业

分析明确了技术知识之后，需要根据工作任务之间

的内在联系，以工作实践的行动逻辑组织课程，设置

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四）以能力为导向，确立多样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职业教育的学习成果体现为学生职业能力的

形成与发展，构建能力导向的评价体系是各层次职

业教育共同努力的方向。德国巴登符登堡州双元制

大学以能力为导向的多样化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我

们改革本科职业教育的学生评价提供了发展方向。

首先，确立能力导向的评价目标。 教育评价的目的

是评价主体期望通过评价过程及评价结果对教育

活动产生影响，因此，评价目标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作用。 从个体角度看，评价目标指引着被评价者学

习的方向；从社会角度看，评价目标引导着民众的

价值取向[8]。在教育实践中，评价目标是开展教学和

进行能力考查的依据。传统的教育评价侧重对知识

的考核，能力的考核相对较少。 本科层次的职业教

育是以形成学生的高阶职业能力为宗旨，因此在学

生的学业评价上，要将高阶职业能力分解为各科目

的具体能力，并体现在评价目标上；其次，围绕评价

目标设计评价题目。评价题目不仅要考核学生对知

识技能的掌握，及更重要的是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

与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应从经济的、社

会的、生态的视角出发设计整体性、综合性任务作

为评价题目，通过综合性题目多视角考核学生的行

动能力。第三，选择适合的评价方法。除了常规的考

试考核方法（如笔试、作业、论文等），应增加以测评

学生的职业能力为目标的考核考试方式，如项目工

作、专题报告、反思报告、口头展示等，重点考察学

生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自我工作的反

思能力、语言表达与展示能力、以及团队合作与沟

通协调能力等。通过能力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促进

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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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 the Dual
University Baden-Wuerttemberg of Germany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Xu Ha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undergraduate level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t is either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or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high-level technical talents in the economic community. The dual-system university

Baden-Wurttemberg of Germany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ual-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t adopts the "dual-subject"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major setting,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and various assessment forms which combines skill-oriented theory and practice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a's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set up career-oriented majors according to industrial needs, strengthe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build a "dual subject"

education model, set up application-oriented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according to professional needs and establish diversified

skill-oriente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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