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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徒制从产生至今，经历了从传统学徒制到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传统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是学徒制在不

同时期的职业教育形式。学徒制在我国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变迁和诸多因素影响，逐渐由传统学徒制蜕变为现

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与传统学徒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又具有各自的时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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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的概念解析 

学徒制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教育制度。《汉语词

典》中对学徒的含义做了说明：古时指“从师受业

的人”，后来特指“在商店里学做买卖或在作坊、

工厂里随师学技术的青少年”。《朗文当代英语辞典

(第 4 版)》将学徒定义为以学习某一特定技能与工

作为目的的在某一固定时期内为雇主工作的人。关

于学徒制，一般有四种理解：一是学徒制是指学徒

的身份、服务、时间等；二是学徒制是一种制度；

三是学徒制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四是学徒制是

一种职业教育学习模式。总的来说，学徒制是指“一

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言传身教为主要形式的技

能传授方式”[1]，或以此为显著特征的教育制度。 

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的最早形态，到了现代仍

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现代学徒制是将现代职

业教育与传统学徒制结合而成的，是学徒制发展到

现代社会的新的表现形式。关于其含义，虽然说法

不一，但大体相似。陈俊兰在《职业教育现代学体

制研究》一书中认为，现代学徒制是“建立在信息

社会、知识经济与产品导向生产组织形式基础之

上，是伴随着创新、自我实现与终身学习等教育理

念及全球竞争加剧、产品创新周期大幅度缩短的情

况下，将生产现场的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思想

相结合的一种合作职业教育制度”[2]。叶东等将现

代学徒制定义为通过学校、企业的深度合作，教师、

师傅的联合传授，以培养学生技能为主要目的的现

代人才培养模式[3]。刘冉昕对现代学徒制定义为将

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的学校教育相结合形

成的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式的职业教育制度[4]。 

二、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的历史演进 

(一)新中国成立前 

学徒制，又称艺徒制或师徒制，其在我国的出

现，最早可追溯到奴隶社会，并在封建社会不断发

展演进。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较为完备的学徒制

度。在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中，手工业是仅次于农

业的一种基本形式。在手工业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技艺的获得和传承是非常复杂而重要的。由于传统

社会信息闭塞，一项比较复杂的工艺往往需要数年

乃至数代摸索和积累才能获得，成本非常高昂。所

以在一项新工艺形成后，为了防止技术外传，最初

通常采取的是家族继承的方式完成工艺的传承。编

纂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周礼ꞏ考工记》叙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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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父子世以相教。)”《国

语ꞏ齐语》还解释了世传技艺的好处在于：“其父兄

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

则工之子恒为工”。耳濡目染，教者省力，学者亦

快，结果便形成了《荀子ꞏ儒效》上说的“工匠之子，

莫不继事”的传统做法。这一做法久而久之形成制

度，直至后世都为手工业者所恪守。秦汉以后对官

府工匠的培训制度更加成熟和完善，其中唐代官府

工匠根据工种的难易程度对师徒传授技艺的实践

做了严格规定，以保证师徒培训制度收到成效[5]。 

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

现了行会组织，传统学徒制度逐渐转变为一种附属

于行会制度的教育机制。这种机制下，对招收学徒

的数量和时间有了限制。到了近代，中国手工业生

产技术更新缓慢，而且新式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

有很强的亲缘性，所以传统的学徒制度仍具有较高

的适用性。然而，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为了牟利，开

始向旧式行会制度发起挑战，并最终实现了对学徒

规模的招收限制的突破。这种突破是传统学徒制在

近代变迁中的关键环节，它与近代中国工业低度发

展的技术水平结合在一起，使学徒群体逐渐异化为

一种最廉价的劳动力。学徒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

堪忧，面临被资本家解雇的可能，而被解雇的学徒

失去生活的依靠，不得不自立门户，招收大量学徒，

为了能在竞争中生存，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自然

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和生产标准的退化。此时传

统学徒制逐渐衰落，失去了自身的优势转而成为阻

碍早期工业化进展的绊脚石[6]。 

当然，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消失，而是学徒制

在中国职业教育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退居幕后。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

方面，有 400 万失业人口需要落实工作岗位；另一

方面，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也迫切需要大量技术人

员。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在 1950 年颁布了《关于

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鼓励企业进行职业教

育，探索施行学徒制，并倡导建立对师傅的激励机

制和徒弟的技术考核制度。这个规定使得传统学徒

制在新中国得以延续并不断完善，满足了当时经济

社会发展对技术人员的需要。据统计，新中国建立

后的 10 年间，我国新技术工人中有 90%以上是通

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7]。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

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技术人员的需

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当时一些地区出

现缩短学徒培训周期、提高学徒待遇的做法，以致

有些学徒的待遇甚至比师傅还高。久而久之，这就

导致了“徒弟不肯学，师傅不愿教”的现象。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培训质量，调动各方积极性，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学徒培训的时间和

待遇进行了限定。同时在企业开展学徒培训的同

时，出现了一些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

校，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学徒制的雏形。 

“文革”初期，学徒培训和半工半读被看作是

资产阶级职业教育而惨遭破坏。直至 1971 年，中

等职业学校逐渐恢复，并开始厂校挂钩、校办工厂、

厂带专业等体制的探索。 

(三)改革开放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和学徒制重新受到重视。

1979 年，《关于进一步搞好技工培训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做好学徒培训工作，通过签订师徒合

同、对学徒进行考核等方式规范学徒制。不过由于

“文革”的影响学徒制大打折扣，于是 1981 年国

家先后出台《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和《关

于加强和改进学徒培训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学徒

培训仍是职工教育的重要方式，并对学徒制相关细

节做了明确规定。 

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就业

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与此同时，中等职业学校快

速发展，毕业生数量大规模增加，改善了劳动力供

给结构。企业招工的来源由原来的学徒工转变为大

中专、技校毕业生。传统学徒制逐渐衰落，学校职

业教育制度逐步确立。1989 年《关于印发<学徒培

训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提出了学徒制的

发展方向即学校(培训中心)与企业相结合培训学徒

工。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

决定》明确了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任务，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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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推动了职业技

术教育蓬勃发展。传统学徒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逐渐被学校职业教育制度所取代。1996 年，中国第

一部《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和实施，这部法律在

职业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为职业教育的

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保障。1998 年劳动部《关于

建立和实施名师带徒制度的通知》，决定在有条件

的各类企业建立和实施名师带徒制度。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

职业教育蓬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

的半壁江山，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但其在

满足了产业发展需求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如理论不能很好联系实际，培养的人才动手能力较

弱，不能契合生产一线的需求。职业教育发展遇到

前所未有的困境，亟待解决。为此，能适应新形势

发展需求的现代学徒制呼之欲出。2005 年《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正式提出，职业教

育要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2006 年《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

意见》出台，开始在 107 所中等职业院校进行半工

半读试点工作。2014 年 5 月 2 日，《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

明确指出，要“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

代学徒制试点”。2014 年 8 月 25 日，《教育部关于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

号)布置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2015 年 1 月 5

日，《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

成司函[2015]2 号)决定遴选一批有条件、基础好的

地市、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2015 年 8 月 5 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教职成厅函

[2015]29号)确定165家单位作为首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单位和行业试点牵头单位。这一系列文件或政策

的出台，也标志着现代学徒制的探索和落实提上了

重要日程。 

三、传统学徒制与现代学徒制的比较研究 

传统学徒制与现代学徒制都属于教育制度，只

不过是为适应不同阶段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生产关系。两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具有前后延

承的关系，却又有着各自的时代性特点，有着密切

的联系和明显的区别。 

(一)联系 

传统学徒制与现代学徒制从本质上是一致的。

两者之间有许多的联系和共性特征。 

1. 以契约关系为纽带 

传统学徒制下师傅与徒弟之间建立契约关系，

以书面契约或口头约定的形式，对师徒之间的关

系、责任、义务、工作时间及报酬等进行规定。现

代学徒制下，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签订书面的培

养、就业协议，学校和企业负有培养、接纳就业的

义务，学生则要在学校完成学业并在毕业后到企业

定向就业。 

2. 以技能传授为主要内容 

学徒制在产生之初正是为了传授技能，无论是

最初的父子相传还是后来的师徒相传，关键点都是

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技能的传授。到了手工业发达

时期，为了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学徒制规

模不断扩大，学徒们从师傅那里学到技能后才能从

事手工业生产。现代学徒制条件下，学徒(学生)从

师傅(老师)那里学习技能是整个过程的关键，也是

核心。 

3. 重视实践操作 

无论是传统学徒制还是现代学徒制，其着眼点

都是学生(学徒)通过学习掌握实际操作技能或技

术，以更快地适应职业或工作岗位的需要，所以在

教学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实践操作，都强调“做中学”

“师带徒”。 

(二)区别 

现代学徒制与传统学徒制是一脉相承的，但由

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内涵和意义已发生了重

大变化。 

1. 育人主体不同 

传统学徒制是以企业(或作坊、工厂)作为单一

育人主体传授知识技能的，学徒的学习和生产是在

生产现场、工作场所同时完成的。而现代学徒制是

由企业和学校作为双主体共同参与育人的，学生(学

徒)的学习一部分在学校完成，一部分在企业完成，

一般学校更多的是承担知识的传授，企业则承担技

能的训练和培训[8]。 

2. 师徒关系不同 

传统学徒制中的学徒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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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存在着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现代学徒制中学

徒具备双重身份，不仅仅是徒弟，也是一名学生，

享有一名公民应有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不再依附

于师傅或雇主。这是现代学徒制发展到现代社会的

显著特征。 

3. 教学方式不同 

在传统学徒制中，徒弟通过观察师傅的生产活

动、师傅通过自身生产来教授徒弟。这种传统的情

景式教学方式，使得徒弟可以在真实的生产过程中

来观察、学习师傅的生产行为，利用机会自己动手

实践，在实践中领悟感知师傅的技能与知识，并在

师傅的指导下慢慢掌握技能。现代学徒制将传统学

徒制“边看、边做、边学”的情景学习优势和学校

教育“系统、高效、科学”的规范化学习优势结合，

是一种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现代教学方

式。现代学徒制有明确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目

标，有既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有科学的课程设计，

有具体的教学内容，有完整的教学标准和评价体

系，体现了现代职业教育的科学性、专业性和规范性。 

4. 学习内容不同 

在传统学徒制中，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易于

观察的技术或技能，重视动手能力，较少涉及理论

知识的学习。现代学徒制则将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

学徒制的优势结合，既需要实践技能的培养，也需

要理论知识的学习，从而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知识

和熟练职业技能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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