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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比较视角系统地介绍了“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时代背景和哲学基础、中德两国“工学结
合”教学模式的制度设计和改革发展、中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总体框架和思路等，重点
对“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德两国的参与方和参与度、实现途径、运行机制、衍生种类、发展趋势
等问题进行了探究阐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参考资料，亦可供高职院校教师开展教学改革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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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内涵分析
二、“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历史演化过程
三、“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时代背景分析
四、“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德两国高职院校中的演变过程
第二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一、“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哲学基础
二、“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第二篇“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现状
第二章中德两国“工学结合”制度设计的参与方和参与度
第一节制度、制度设计和教学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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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制度
三、教育制度设计
第二节德国实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的参与方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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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由第三方认证的客观、公正、规范的职业资格考核体系
第二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国职业院校的执行和运行情况
一、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实施“工学交替”和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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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德两国职业院校运行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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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德两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内涵比较
三、中德两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推广可行性比较
四、中德两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资格证书考核制度的比较
五、中德两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运行机制的比较
第四章“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德两国高职院校的实现途径和衍生种类
第一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德国高职院校的实现途径
一、构建制度体系
二、制定培养方案
三、确定培训企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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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元制”教学模式
二、双元体系“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改革
三、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教学模式
四、多学期工学交替教学模式
第四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国的衍生种类
一、体制结合类
二、学制结合类
三、资源合作类
四、教学模式类
五、中德两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衍生种类对比分析
第五章“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德两国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情况
第一节德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状况
一、德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二、德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改革进展
第二节中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状况
一、中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高职院校“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改革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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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德两国执行“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差异性
一、招收新生时对学生工作经历方面的要求差异
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差异
三、专业建设方面的差异
四、实训基地建设方面的差异
五、教学方法的差异
六、实践教学的差异
七、成绩评定的差异
第二节中德两国高职院校推行“工学结合”教学模式背景分析
一、“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企业背景分析
二、“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政府背景分析
三、“工学结合”教学模式中职业教育历史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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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设计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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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科技大学学士学位的开设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层次
二、继续强化“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性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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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利用“工学结合”教学特色扩大专业范围
五、开展应用型研究是“工学结合”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保障
六、“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双元制”趋势
第八章中德两国“工学结合”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和结构框架
第一节德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总体思路与结构框架*
一、德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
二、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框架结构
第二节中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和结构框架
一、中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
二、中国“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思路
三、“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的结构框架
第九章中国高职院校改进与完善“工学结合”教学模式运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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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专业教师职业技能提升制度
三、建立“工学结合”教学管理体系
四、构建“工学结合”课程及教学体系
第二节“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外部协调制度设计
一、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是“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实施的决定因素
二、构建新型合作机制是“工学结合”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
附录1（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BBiG）
附录2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附录3“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制度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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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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