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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德国双元化教学模式与本土口腔技术职业教育的融合 
金慧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辽源  136200） 

摘要：根据国家劳务部 2020 年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 2200 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迫在眉睫。纵观世界各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德国至二战结束以来，依靠着强有力
的职业教育，振兴德国工业发展，推进了科技进步，国民经济快速复苏，使德国快速崛起成长为世界顶级
发达国家之一。笔者认为中国职业教育可以借鉴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结合本土口腔技术教学资源，用人
单位需求特点，本着必须够用原则，取其精华，发展自己国家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之路。笔者通过教师队
伍建设，教学内容，教学环境与教学体验等几方面开展了教学尝试，通过多种教学评价，多轮教学调研问
卷，教学评价问卷和各级教学研讨会议，论证了双元化职业教育在本土的可行性，并在非可行之处分析总
结原因，将本土双元制教学在横向发展领域提供了方向性展望。研究并整理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化
双元制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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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德国双元制教学背景下的德国口腔技术专业

现状： 
德国牙科技术协会是由德国 265 个义齿加工企

业联合组成的行业协会，主要在德国进行牙科相关

技术的研究、标准化、推广、教学等工作，所有会

员都有自己的诊所、技工中心，或者在大学或职业

学校中任教，在德国承担整个义齿加工行业和培训

行业标准制定和计划实施工作。2002 年，德国牙科

技术协会进入中国市场，在做了两年的市场调查后，

2004 年，德标体系开始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学体

系，德国牙科技术协会依据德国牙科课程培训标准

在中国创立了牙科技术培训体系。 

2、本土化双元制教学模式的启蒙 
2015 年笔者和德标牙科基石有限公司积极推

动开展联合办学等相关工作以来，德标牙科技术学

院全体教师结合本土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发展现状，

致力于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本土化研究工作，

努力搭建企业与学校互通平台，但如何能够持续加

强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工作，真正实现“双

元驱动、学做合一、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目标这

一问题还丞待解决。 

3、德国双元化教学模式与本土口腔技术职业教

育的融合 
3.1、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尝试 

通过国际交流，将国内教师派遣到德国学习先

进教学理念，培养本土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创新

能力，教学模式的复刻和延伸能力，让这些教师深

入德国口腔技术生产一线和口腔技术教学一线，深

切感受教师，技师，学生三者的工作状态和学习状

态，思考他们三者各自的心理变化，总结他们三者

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结合国内本省本市情况，

做出总结汇报，加强国际交流的效果。除此外，在

国内引入德国技师讲授德国口腔技术生产标准，人

才衡量标准。同时还将在国内引入德国口腔技术教

师，依照德国教师要求，准备好课前教学资料和组

织教学活动，并开展公开课展示。也通过网络，自

媒体等对远在德国的口腔技术学生进行采访，询问

学习感受，学习考核成绩，由于口腔技术专业特点，

增设德国学生作品展示。笔者通过对参加培训的本

土教师从教学能力测验，教学创新模型建立，专业

技能能力评估等几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结果

显示中青年教师能力提升更为显著，整体能力提升

效果通过对学生组织教学进行匿名评估。学生匿名

评估结果为教龄长的教师反而教学评价更好。这项

研究证明国际交流的有效性。具体地说：教学经验

丰富的本土教师更能结合德国二元制教学理念，开

展本土化教学，对中青年教师能力提升也是具有极

大的促进作用。 

3.2、教学内容改革的尝试 

原有教学内容多来源与教材，具有章节特点，

适合复习考试使用，也便于教师完善教学评估时使

用。笔者对德国二元制口腔技术教学资料进行分析，

发现；德国二元制教学资料并非都是知名出版社出

版的公共教材，而更多的是教师本人根据自己在一

线生产工作经验打印出来的相关资料。这种做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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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德国的发达国民经济基础上，才能有效开展进

行的，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我国国内教材选定相

关法律法规。于是笔者通过多方调研，各级调研，

结合本土特点，更推崇活页教材的形式。并将其开

发成校本教材，与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联合使用。

在国内口腔技术用人单位生产一线，采集相关教学

资源，开发 AR 教材，开发口腔技术自媒体，开发

口腔技术学院公众号，开发数字化口腔技术图书馆，

方便学生多维度汲取相关教学内容，分层级深化自

身对本专业知识点的认知。 

3.3、教学环境与教学体验的转变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为主，现代教学理念是以学

生为主，每个人在教学环节中都是交互式的，平等

的。结合德国二元制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在教学环

境和教学体验上，在本土职业院校里完全可以彻底

的转变。首先国内经济完全可以接受这种教学环境

转变的压力。其次国内教学活动中主体的能动性急

需转变，力求从形式上开始。还需要多种媒体传播

平台，教学软件研发与操作技术支持。这些教学新

元素的加入，使话语权移交给学生。学生在新课堂

不只是需要表达，还需要有组织能力，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还需要有发散思维，需要学生有

更强大的学习主动性。这种环境与体验的转变大大

增加了课程设计者的工作难度和工作范围。通过调

查百份问卷显示，近八成学生喜欢接受新的教学模

式，还有一成多学生不适应这种新模式。 

结论：笔者通过大量的、多个教学环节的教学

调研发现：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有其独特的教学效

果，培养出的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今后职业化生产

和职业化生产中管理角色。可以为本土化的二元制

职业教育实践作强有力的论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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