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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数字化时代，数字媒体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当前行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要求也越

来越高，目前新疆只有少数几所高等职业学校开设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而这一专业又是艺术和技术相

结合的学科。然而，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课程设置不符合产业需要、专业教学

与行业实践脱轨、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现状割离等问题。为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新变化与学

校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的矛盾，本文提出基于“工作坊”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相关的就业方向去设立工作坊，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所擅长的方向进
入“工作坊”学习。同时，每个工作坊还配备了若干学校相关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带领并指导学生全

流程制作相关项目作品。通过上述措施，基于工作坊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既能保证一定的教学规

模和教学质量，又能够实现对每一位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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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igital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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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for skilled talents in the current industry is also growing, and the requirements are get-
ting higher and higher. At present, only a few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n Xinjiang have opened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major, which is a discipline combining art and technology.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industr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curriculum does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e derail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industry practice, and the sepa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from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ew changes in 
talent demand caused b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adaptability of the school talent train-
ing mod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raining mod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for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majors based on “workshop”. Workshops are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career direction 
related to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majors. Students choose a “workshop” according to their in-
terests, hobbies and the direction they are good at. At the same time, each workshop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number of mentors, who are composed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teachers of the 
school and corporate mentors, and lead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make relevant project works in 
the whole process. Through the above measures,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based on 
workshop can not only ensure a certain teaching scale and teaching quality, but also realize the 
targeted teaching management for each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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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互联网+”和“工业 4.0”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新一轮的“技

术型”人才紧缺问题日益突出。2014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 
9 号) [1]，明确提出要以双师型教师为核心，建立“双导师制”，2017 年和 2018 年，《现代学徒制》都

把“健全双导师制”提上了议事日程。2019 年，国务院发布了“职教 20 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2]，其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积极探索新技术、

新工艺、新规范，多举措推进“双师型”师资建设。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现代

学徒制工作的通知》[3]中明确提出要推广并完善“双导师”制的相关建设。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行业的迅猛发展，产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疆现在只有少数几所高职院

校开设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有些高校把这一专业设置在了信息学院或软件学院，也有一部分学校把这

一专业放在了艺术设计学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是一门技术与艺术的交叉学科

[4]。所以，其专业教学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高职高专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  
(1) 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不符  
我国的数字媒体技术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然而学校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却很难适应新技

术的更新与发展，例如会出现在学校里所讲授的课程都是已经被淘汰掉的技术等现象。其次，课程标准

的编写不够合理，注重理论而忽视实践。高等职业教育要求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必须始终把动手实践

能力摆在教学的首位。但是在现实中，大部分的职业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偏重于理论教学，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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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是很薄弱。 
(2) 专业教学与行业实践脱轨 
数字媒体产业的高速发展，直接导致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这也意味着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必须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但现状是，数字媒体专业的教师多由计算机类或艺术设计类教师“跨界”而

来，没有经过完整的专业培训。目前，各高职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企业实践、岗

位轮训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都是短期行为，教师无法真正接触到行业内部的核心技术与创意体系。另外，

高职院校所聘请的企业导师，尽管具有丰富的从业经历，但是由于其并没有一线教学经验，不能很好地

与学生建立起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3) 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现状割离 
与当前高速发展的数字媒体技术产业相比，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专业核心能力建设上，

总体上还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一是没有深入地参与到人才培养计划的制订中，对人才培养方向没有

一个清楚的、明确的方向，致使课程内容与行业需要脱节。二是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 
为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新变化与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的矛盾，必须进一步深化学校

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以适应企业社会的新需求。提出基于“工作坊”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相关的就业方向去设立工作坊，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

所擅长的方向进入“工作坊”学习，从而为“精准化”教学打下基础。此外，开设“工作坊”时，要遵

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要根据操作技能难度设定不同层级的工作坊，让学员在不同级别的工作

坊间轮流学习，确保学生按“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实际

工作环境。在此基础上，还会在每一个工作坊内安排学院专职老师及企业指导老师，学院专职老师对学

员进行指导，并引导学员参与完成相关项目的全流程制作。企业导师会负责确保整个生产过程的正确性，

确保项目能够如期完成。通过以上几点，使“创新工作坊”的现代学徒制能在保持一定教学规模的前提

下，对每个学员进行“针对性”的教学管理。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现状分析 

(1) “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 
工坊制最初起源于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5]。美国，芬兰，英，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借鉴包豪斯

的做法，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并以“工作室制”进行了教学改革。在这种人才培养方

式中，学生跟随教师完成艺术作品的创作。学生在协助教师的过程中亲自参与了艺术创作的各个环节，

熟悉了各种创作手法与技巧。 
纵观国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工作室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才开始，包豪斯理念下的工作室教育

模式最初是在大学和各大美术学院的设计专业中得到应用，随后经过大力推行与发展，高职院校中的艺

术设计工作室模式也才逐渐发展起来，工作室模式也逐渐成为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主要的培养人才的模

式。2011 年随着《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6]提出鼓

励学校建立“大师工作室”的相关政策，高职开始力推工作室建设。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7]再次提出要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从那时起，我国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就开始了“工作室”的创建，并逐步建立起了以“工作室”为依托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

专家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实践探索中，大都采用了“工作室”这一教学方式，把“工作

室”的教学模式运用到技能人才的培养流程中，从而形成以“工作室”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工作室能更

好地发挥技能人才的培养作用。 
但是工作室制培养方式也有其弊端，例如，在该种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师必须对整个作品的创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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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具有高度的控制能力，才能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够得到全面且充分的锻炼，所以在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下，

学生的数量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适应现代高职院校的大规模人才培养的需求。 
(2)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克服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学生规模限制问题，国内外院校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这是一种适用于大规模人才培养的模式。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教学主体从单一的学校

变成了学校、企业双主体。这就意味着当学生被学校录取时，也同步被企业录用。此时的学生具有双重

身份：既是学生，又是员工。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学生未来的就业，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企业未来员工的

招聘。 
通过对现代学徒制的概念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因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环境而产生

了不同的名称，例如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Ryan P [8]
等人指出谈到，现代学徒制两个特色，一是指校企接受国家法律以及专门机构的统一管理，二是指工学

交替式培训学习。政府、企业和学徒间的关系是西方学者更为感兴趣的。Steedman [9]认为，现代学徒制

可以通过调动工业、企业和学院等资源，为学徒提供足够的专业训练内容，并使其技能和专业素质得到

有效提升，并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献研究发现，工作室模式学徒制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均广

泛存在。例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新型学徒制培训十分多样化，几乎所有大小的公司都能招募到学徒。

所以，在澳大利亚，招募实习生的人被称为“雇主”，而不是我国现在所指的企业。崔景茂[10]在文章中

写道，他于 2012 年访问了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他认为，许多学校的专业和培训项目，都有自己的工作

室，典型的有烘焙，美术，园艺，幼儿保育，动物保育等。“工作室实习”作为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一

部分，澳大利亚各大传媒都会刊登一些“工作室”招人的广告。 
从文献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关于现代学徒制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完善，对工作室式学徒制进行了大

量的理论讨论和路径分析，但在高职院校、中职学校的实际教育教学中，关于工作室式学徒制的概念和

理念研究很多，而真正落地的实践探索和研究却很少，特别是关于实践方法和操作步骤等具体的教育教

学思想建议，更是寥寥无几。当前，我国支撑现代学徒制的制度还在建设中，要想让现代学徒制的全面

推进，就需要教师们积极地去探索，院校们也要敢于主动地去做，通过课程改革和实践研究，来丰富和

推动我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 
工作坊是一种集中讨论、合作和实践的教学模式，通过实践操作和互动交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而学徒制是一种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通过实践学习和师徒传授知识技能，培养学生成

为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专业人才。 
工作坊与学徒制的结合，可以将两者的优势互补，实现更全面的人才培养目标。首先，工作坊可以

为学徒制提供更多的实践场景和项目机会，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其次，

学徒制可以为工作坊提供更专业的指导和技能传授，让学生在工作坊中更系统地学习和实践。 
通过工作坊与学徒制的结合，可以有效提升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他们

更好地适应行业需求。同时，这种结合模式也能够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强教育与实践的联系，

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式设计中，应注重工

作坊与学徒制的有机结合，实现更有效的人才培养目标。 

3. 基于“工作坊”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策略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根植于产业界的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适应数字媒

体技术行业的需求。基于工作坊的现代学徒制模式设计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学徒制培养模式要设立明确的培养目标，包括技能培养和职业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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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并完成相关实践项目，能让学生对课堂的所学知识理解得更加深刻，并

能够将所学到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其次，建立完善的导师制度。在学徒教育中，导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行业经

验和教学技能，在工作坊中培养以及指导学生完成项目实践以获得技能的提升，帮助他们提升解决问题

和项目实践能力。 
第三，引入企业有针对性的实践项目。通过引入企业有针对性的实践项目，学生能够在工作坊中更

好地锻炼和提升技能。这些项目应该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实际工作需求紧密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获

得更多的经验和成长。 
最后，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应及时地对学生在工作坊中的日常表现和学习成

果进行全面的评价。通过评价，能够早日发现学生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并能够及时调整培养计划和培

养方案，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总的来说，基于工作坊的现代学徒制模式设计要素需要综合考虑学习目标、导师制度、实践项目和

评价机制等方面，以培养出更具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 

4. 当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式虽然具有许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目前学

徒制在数字媒体技术领域的实施较为薄弱，导致学生在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方面存在欠缺。其次，工作

坊模式中可能存在着不同学生学习能力和兴趣的差异，如何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另外，学徒制模式在实施中可能会出现师资力量不足、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和规范管理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优化。首先，加强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的理

论研究，学习和研究国内外先进的现代学徒制和工作室制的理念，并应用到专业建设中，提升学徒制模

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次，建立健全学徒制模式的实施机制，包括加强与行业内龙头企业的合作，相

关专业指导教师积极深入到企业实践锻炼，了解行业项目制作的技术手段与流程，规范学生学徒实践过

程等，此外，应该加强学习评估和反馈机制，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跟踪和评估，及时调整和改进学徒

制模式，确保学生能够获得有效的学习和成长。 
总的来说，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媒体技术行业需求，才能培养优秀的数字媒体专业人才。 

5. 小结 

基于“工作坊”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人才培养方式。它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

坚实的基础。在未来，我们期待这种模式能够在更多的专业和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为我国的教育事业

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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