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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当地中小型企业规模、资金、精力、环境等各方面条件限制，无法自行创建独立培训中心，因而通过

与政府、行会、学校等多方会议筹备，对中小型企业的培训需求进行研讨，确定适应制造类企业需求的

跨企业培训中心建立。现通过实际培训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对跨企业培训中心现场管理进行改进完善，

达到提升现场培训质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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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scale, capital, energy, 
environment and other conditions, it is impossible to create an independent training center on its 
own, so through the preparation of meetings with the government, guilds, schools and other parties, 
the training nee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discussed, and the cross-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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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center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determined. Now, through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actual training process, the on-site management of the cross-enterprise train-
ing center is improved,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n-sit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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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适应当地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为满足自己用工需求，委托共建针对技能培训的平台产

物，该培训中心起源于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创建与实施过程中，将培训中心与企业现

场管理进行结合，建立新的标准化现场管理模式，达到更高、更适应企业管理的现场培训要求与水准。 

2. 跨企业培训中心现场管理实施要点 

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现场管理模式是通过学校、企业，及跨企业培训中心三方会谈，对培训现场管理

要求进行详细的座谈、研讨和整合，从安全管理、5S 管理、TPM 管理，以及学徒管理等多方面出台相应

的具体文件政策要求，对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师、学徒等人员进行规范管理要求。通过文件的制定和实

施，达到现场管理标准化[1]。 

2.1. 培训过程严格遵守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是保证安全生产的第一要素，出台安全管理制度是必要且必须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现

场安全文件包括：消防安全管理文件、设备安全操作标准文件，以及现场重点工位张贴匹配的安全标识

等。使进入培训中心现场的所有人，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区域内应注意的安全问题，并严格遵守规定和执

行[2]。 

2.2. 培训过程严格遵守现场 5S 管理、TPM 管理要求 

5S 管理起源于日本，是基础实用的现场管理手段，现今已成熟运用于各行各业生产过程中，并有突

出成效。5S 管理应从学徒进入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第一时间进行培训，使学徒了解 5S 的含义，并以培训

现场为实地进行操作训练，达到基础认知的状态。当学徒正式进入培训阶段后，再逐渐深入贯彻 5S 管理

的具体实施方法，使学徒能进行自查，再由培训师进行二次检查审核通过。TPM 管理是针对机床设备的

管理规程，运用于日常点检、周点检、定期检查维护、故障维修等管理手段，学徒同样需要熟知运用。

在培训过程中可由学徒担任点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提高学徒对机床的熟知程度，以及培养学徒

的主人翁意识。 

2.3. 实行现场责任制管理，出台事务条线文件并落实到人 

现场培训责任制文件制定，包括对培训中心管理人员、培训师、学徒等人员的行为规范要求制定对

应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对整个培训中心进行统筹安排调度，制定任务方案，下发实行。培训师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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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现场，包括对场室区域、机床设备、学徒等方面，应做到事无巨细，避免消极怠工。学徒管理自身

安全，根据学徒管理制度文件，保证自身安全第一、做好个人素养提升，严格完成各项培训任务。 

3. 跨企业培训中心现场管理实施不足 

通过对跨企业培训中心多年现场管理的实施情况研究，在细节方面陆续出现不同程度不足。根据实

际情况判断，部分属于急需解决，部分需长期改进。出现的不足均需及时进行调整改进。只有根据培训

现场需求不断更新调整现场管理方案，与时俱进，才能使跨企业培训中心持续发展。 

3.1. 现场使用责任管理不到位，导致区域紊乱。 

场室内日常现场管理都可达到管理要求的状态，各个区域内卫生无问题，但场室与场室之间的公共

区域存在死角遗漏情况。应针对该不足及时进行提醒，监督改进，并持续保持。虽然死角问题较小，但

从细节观全局，养成习惯后的持续保持更为重要，有利于学徒在培训过程中形成惯性思维，变成长期良

好的习惯，不容小觑。 
材料使用损耗较大，浪费较多，不利于学徒形成成本控制的惯性思维。针对项目培训的材料，在采

购时，根据项目图纸、学徒人数、加工需求，以及加工失误率等因素进行规格、数量的确定，部分材料

涉及长料，需在加工过程中进行截断，当学徒加工时未对材料进行合理使用时，可能会出现浪费的情况。

此时应针对该情况，及时进行成本控制的集中性强调，让学徒了解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以及传授成本控

制的具体方法。 
机床设备维修出现停滞现象，因部分设备在使用时出现老化损耗或突发损坏，出现的设备损坏影响

项目进程速度与培训效果。因机床设备采购时涉及不同厂家，部分已超出保修时间，申请维修时，面临

预支付费用、厂方技术人员行程安排紧凑等条件限制，无法第一时间对设备进行维修。对此可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一家固定的维修供应商，或从合作企业中确定维修人员，尽可能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解燃眉

之急，避免影响培训进程与效果。 

3.2. 无法与企业现场管理要求完全匹配，产生脱节情况。 

在培训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个别突发情况，包括课程内容的衔接断层、学徒个体出现问题等。这些

问题能体现出学校、企业与跨企业培训中心之间的工作衔接及时性和有效性。学校、企业与跨企业培训

中心应确定专项人员进行无缝衔接，可通过工作软件建立群组，出现问题及时发布在群内进行共享，当

问题无法通过网络沟通解决时，应及时到培训现场进行座谈商议并有效解决内化问题。 

3.3. 培训中心培训师的培训要求有参差，培训效果有差异。 

跨企业培训中心对培训师的招聘条件虽然相同，但因个体的职业经历不同，培训师对培训严谨性、

培训方法，及培训要求等都有不同理解与不同实施方式，所以在实际培训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参

差，导致学徒在实际掌握程度上有不同差异。针对这一现象，应定期统一组织培训师进行现场培训，可

参加德国工商大会组织的 AEVO 培训，或邀请有双元制培训经验的德国专家进行专项培训，有条件可公

派培训师前往合作企业的国外培训中心进行交流学习。使拥有不同工作经历背景的培训师获取相同的培

训方法，统一培训要求。 

4. 跨企业培训中心现场管理实施实践与改进 

虽然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足，但同时又通过不断地改进，总结了部分实践管

理经验。意为“严控管理，从细节开始”，只有把日常细节紧抓，并将各项规程落于实际培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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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不断改进优化，才能把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现场管理切实落地。 

4.1. 三方机构例会标准化实施 

设置并实施由跨企业培训中心主管主持，培训中心培训师、企业现场管理人员以及学校一线执教老

师共同参与的例会，确保每周进行问题反馈，及时沟通解决。准确传达反馈企业、学校、跨企业培训中

心的三方共需。必要时可增加机动互动频次。 

4.2. 跨企业培训中心内部例会日常实施 

由培训师与学徒共同参与，坚持每日晨会与课后总结。每天早上课前晨会，可由学徒主持会议，包

括对昨日问题的总结、规避、防患措施，以及对当日培训内容的计划及完成度预估确定，布置新任务等。

课后总结当天现场发生的问题，及时反馈总结。这两部分短会根据实际情况可由培训师或学徒主持，无

固定人选。主要目的在于对当天进行工作开展及总结的同时，提高学徒自主思考能力、主观能动性、主

角责任感、书写能力、沟通能力及表达能力等，从而获得全面提升。 

4.3. 现场管理细节化日常实施 

坚持每日 5S、TPM 日常管理，每周、每月定期整改缺陷。可根据现场机床设备种类、数量等，分配

学徒进行匹配检查，责任到人。如检查责任人发现 5S 不合格，可根据动态看板找到当天的设备负责人，

要求其进行再次整改，直到达到要求。如培训师检查发现不合格情况出现，可直接找到 5S 检查责任人，

要求完成当天整改。由此层层责任，环环相扣。当发现实行几个月均未发生问题的检查项，可针对性进

行修改内容，将发现的新问题加入，并进行替换[3]。 

4.4. 现场可视化管理优化 

可针对实际现场管理情况制作一个实时更新现场动态的看板，并切实落实看板实际使用率，保证课

程动态实时更新。(如图 1 现场动态信息看板) 
 

 
Figure 1. On-site dynamic information board 
图 1. 现场动态信息看板 

 
项目准备信息栏：项目准备信息栏是体现课程项目最直接的区域，可直接了解当前学徒正在进行的

培训内容。同时也是学徒在项目开始前，需要提前了解的信息内容。学徒需通过了解该阶段项目任务的

图纸，对其进行知识点分析、技能点分析、工艺分析等，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再由培训师辅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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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确定最优的加工方法，然后正式开始对项目零件进行加工训练。(如图 2 项目准备信息栏) 
实施过程信息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加工零件进行拍摄记录和张贴，当学徒在加工过程中出现

问题时，可利用记录卡将对应的内容书写后贴在看板信息栏内，培训师每天及时关注学徒的问题记录内

容，并对其依次进行答复及建议。发现共性问题时，可利用晨会或课后总结期间进行针对性强调，对其

进行强化记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问题。(如图 3 实施过程信息栏) 
 

 
Figure 2. Project preparation information bar 
图 2. 项目准备信息栏 

 

 
Figure 3.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formation bar 
图 3. 实施过程信息栏 

 
现场 5S 管理信息栏：现场 5S 管理信息栏是培训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区域，每天培训课程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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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对场室进行 5S 整理。可从学徒中挑选一位或轮流安排不同学徒，负责对每天 5S 包干区进行责任

到人的分配工作，可从学徒信息栏中，将当天在场的学徒进行具体分配包干区域。如此，在最后检查时，

出现卫生遗漏等问题可直接追究当天的包干区负责人。 
学徒信息栏：该信息栏中可包括跨企业培训中心内所有学徒信息，或该实训场室内常驻学徒信息。

每人至少拥有一个名片夹，也可设置多个名片夹，根据现场实际需求进行微调。这部分的学徒名片夹主

要为配合现场 5S 管理信息栏使用。 
日常评价反馈信息栏：该信息栏包括对表现优秀的学徒进行一个荣誉展示，鼓励学徒本身外，使其

他学徒也有表彰上墙的欲望，提升竞争力。当现场加工出现问题缺陷时，可针对事项进行缺陷展示，起

到警醒作用，引以为戒；同时针对该缺陷提出改进方案上墙公示，供所有学徒获取信息。不建议针对学

徒个人进行缺陷批评，避免打击学徒学习积极性。 
除现场动态信息看板上体现的内容外，针对每天现场培训时临时借用工具的现象。可根据现场情况，

每天或每周安排学徒进行跟进，利用文本文件做好临时进出帐记录，妥善管理共用工具。建议每位学徒

都应参与临时管理任务，如此能使每位学徒都有物归原位的自觉性。从日常培训过程中，提高每个学徒

的责任感。 

4.5. 现场调研需求定期实施优化 

从培训师方、学徒方切实了解场室内人机互动频次、操作方法、使用习惯等方面，发现现有弊端，

从细节着手，及时更新适应当下的工位布局安排，秉持“短期问题小动，长期问题大动，优化完善不动”

的原则，尽可能做到加工学习效率最高化，达到人机合一的工作效果。 

4.6. 跨企业培训中心培训实施与企业产品融通 

可通过不同合作企业加工制造的产品需求，或临时需要单件加工的特殊件进行来料加工。根据培训

中心学徒的专业与技能掌握程度，分配对应企业的临时性或紧急工作任务，与生产进行直接衔接，使学

徒提高学习积极性与明确学习目标，同时做好工作角色转换的衔接准备。确切落实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培

训实施与企业产品之间的融通。 

5. 总结 

所有落实到细节的现场管理实施办法，均为做好学徒技能培训与素养习惯的养成为目的，最终提供

给合作企业合格的技术员工[4]。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应该让学徒全程参与现场管理的优化改进过程，必

要时，应以学徒为主导完成，使学徒形成坚持长期现场管理改进意识，从而运用到工作岗位中，切实与

企业现场生产管理融合衔接，最终达到为企业节约成本，提高产量与效率的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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