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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太仓在学习借鉴中，将德国制造

业成功的“秘密武器”——“双元制”教育模式成

功实现了本土化实践，培养了一批符合产业需求

的高技能人才。

AHK职业学院在太仓揭幕，中国首个“双元

制”教育机构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德国西门子

牵手太仓高新区，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项目等，

共同打造中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样板；德国比勒费

尔德中等企业应用技术大学与苏州健雄职业技

术学院合作办学正式启动……近期，德国机构

与太仓的职业教育合作动作频频。

这一系列新举措为太仓“双元制”加装“新

引擎”，也让太仓双元制教育走上了向外辐射示

范的进阶之路。

这些年，双元制教育花开太仓、香气外溢。近有江苏
省内的宿城中专，远有广西容县职业中专学校等前来学
习取经、谋求合作。异地学校、相关企业参与的“企-校-
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应用而生。太仓还研
究总结并制定发布了苏州地方标准《双元制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指南》。

基于良好的双元制基础和不断完善的德国职业资格
考试配套环境，我市在高新区规划建设中德双元制产业
园，打造集培训中心、考试认证机构、师资培训机构、产教
研究院、国际教育机构、人才公寓、文体中心等于一体的
产教发展综合体。

AHK学院的设立，使太仓双元制教育的发展如虎添
翼。AHK学院围绕双元制实训师培养与资格认定、中德
专技人才继续教育项目、中德专技人才评价体系的贯通、
中德职业资格审核认证及标准体系开发等方面开展工
作，将成为全国首个国际化技能人才中德联合培养基地
和中德人才评价体系融合发展的中国实践示范平台，为
产业升级培养更多国际化技能人才。

德国工商大会全国副主席、德国黑森州工商会主席
基尔斯滕·肖德尔-施泰因米勒认为，AHK学院的建设

将助力塑造太仓职业教育的全新未来，德国工商大会支
持学院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的高
地。

双元制的示范辐射作用，不仅在于模式体制的输出、
师资力量的助力以及相关配套服务方面，还体现在产教
无缝链接、深入融合上。基于以数字科技为主导的新一
轮科技革命，正全面推动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如何培
养“数字工匠”已经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考虑的问题。11
月6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太仓高新区签订共同
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项目协议，双方将探索数字化时代
的职业教育创新和教育生态共赢新模式。

类似的问题，AHK学院也在致力寻找答案。学院将
开发新领域新产业的人才培养与评价标准，并结合产业
创新集群发展方向，引进SPS可编程控制技术、MPS模
块化生产系统、3D打印/CNC数控、智能生产控制/网络
实验室、工业4.0等培训，与时俱进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
国的职业培训提供智力支持与体系保障。

搭建国际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

万利，今年刚毕业的职场新人。从省太中专与德企海瑞
恩公司合作的双元制班毕业后，顺利进入德资企业艾威昂智
能科技（太仓）有限公司，担任焊接部门带班长。

之所以能很快踏入职业上升通道，与其过硬的职业技能
密切相关。还是学生的时候，万利就在企业跟着岗位师傅学
习，他善于研究所学领域的各种先进技术，为企业解决了很
多焊接工艺方面的问题。毕业时，万利顺利拿到了德国工商
行会AHK切削机械工证书和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
高职毕业证书。

“双元制”中的一元是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另一元是企业
实训，学生在校企之间交替学习。2001年，太仓率先引入德
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建立了国内首个与德国职业教育同步的
专业工人培训中心。此后，依托在太德企、本土院校、德国工
商大会、德国工程师协会等多方资源，太仓相继建立中德培
训中心等十余个双元制教育培训基地，构建了中专、大专、本
科等多层次有序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引进德国工商行会
（AHK）和德国手工业行会（HWK）资源，建立了以AHK和
HWK为主的第三方评价机制，成为我国最大的德国职业资
格考试和培训基地。目前，从双元制班走出了1万多名高级
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成就了双元制教育本土化的“太
仓样本”。

当然，双元制教育赋能产业发展不止于此。双元制校企
合作的理念突破德企和少量民企范围、突破传统的招生学习
模式，更为广泛地覆盖至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上。

在今年我市召开的双元制赋能新时代产改工作现场推
进会上，“双元制赋能太仓产改联合体”揭牌，首批成员包括
了太仓的2所职业院校，3个社会组织，11个培训中心。市
总工会相关人员介绍，我市将成立一支专业的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工作指导员队伍，早期设立68家产改试点企业，支
持校企合作共建，为教师培养、学徒成长提供更大平台、通
道。

显示“太仓模式”惊人魅力

作为双元制班的学弟，胡连弟将要接受的教育比万
利会更上一个层次。

10月底，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与德国比勒费尔德
中等企业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开办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班开班，包括胡连弟在内的46名健雄学生收到了具有德
国特色的“入学彩袋”，成为首届中德合作班的学生。

这一项目是江苏省首个高职院校与德国应用本科大
学合作办学项目。未来三年，德方教师将承担六门专业
核心课程教学，学生可以在学习专业理论和技术的同时，
吸收和消化德国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并进行德语学习，成
绩优异的将在毕业后进入德国比勒费尔德中等企业应用
技术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

除健雄学院外，近年来，省太中专也与德国友好学校
斯坦伯格职业学校紧密合作，通过线上线下交流，互通有

无，聘请友好学校校长尤根·贝克担任专家顾问指导学校
人才培养，推进双元制本土化实践。

此前，健雄学院也曾联合常熟理工学院、盐城工学
院、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等高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此次
直接和德国双元制高校合作办学，实现了办学深度上的
又一次提升。

虽然开学时间不长，但胡连弟已经意识到了课堂有
些不一样。“老师采用德国的教学方式，寓教于乐，为我们
提供更多和德国‘接触’的机会。”

健雄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党总支书记周玲余表示，学
生经过3年国内和2年国外的学习，再回到国内就业，进
入到德资企业，相比传统的“3+2”项目，无论是德语还是
技能，都会有更大的提升，这不仅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
岗位，而且有利于大国工匠的诞生。

见证未来大国工匠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