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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工匠精神视域下的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吴小丽

（广州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工匠精神是道德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精神

的一种表现。弘扬并实践工匠精神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

在此导向下打造高素质、高质量的职业型人才。教师质量是影响

教育质量的关键，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主要对工匠精神视域下的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进行研究，以期提高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关键词：工匠精神；“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工匠精神”已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在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今天，坚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已经成为教育行业以及社

会其他行业的共识。高校教师是传承工匠精神的重要力量，也是

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推动者。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教育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要求高校教师要肩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更要引领

学生领悟工匠精神，切实将“工匠精神”落实到教师队伍建设之中。

一、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

（一）缺乏认知水平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及教育环境下，“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

质量，才能够高人一等”是传统思想观念依旧存在，朴实付出的

劳动者常认为是没有学识的或者对于社会是没有贡献价值的人。

教师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以及评价程度不高，尚未感受到社会的自

我价值感。“双师双能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追求学位、追求

证书及职称晋升的要求，在教师队伍建设中，没有将“双师双能型”

建设落实到位。因此，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打造尊师重教的优

良社会风气、追求劳动之美，以自已的职业为荣。提升“双师双

能型”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重要

要求。

（二）缺失标准的建设条件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诉求之一是教师要具备

相关的职业素养，比如：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以及实践能力教学

等等。当前的教师队伍建设中，缺乏完善的建设体系，“双师双

能型”教师的再教育培训工作的缺失，导致教师无法接收到专业

的系统培训，自身职业发展标准不高的弊端逐渐暴露。同时，教

师的队伍的增长速度无法跟上学生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教学中

缺乏实践性质的教学培训，严重阻碍了高效“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的质量提升。

（三）存在不健全的专业机制

形式化、表面化的的培训工作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

设中普遍存在，缺乏对教师的专业性人才培养。即使很多高校教

师具有双证，但缺失专业的实操技能，很多教育培训仅停留在表

面形式上。目前的很多教师依然存在学历资质尚浅、侧重理论学习，

忽略实践教学。这种专业机制在运行中，常常就会出现教师在指

导学生实践过程中缺少对其实践能力的培养，拉大与培育高质量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差距。

二、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策略

（一）提高认知水平，进行师德建设

要想真正推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需要教师能够

重视自身的教育道德建设水平，这不仅可以体现良好的职业道德

素养，也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关键。深化自身的文化素养，加

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正视自身实际与学生和社会的整体关联性。

以自身高尚的人格魅力开展合理的教学工作，推动自身以及社会

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在工匠精神引领下，可以超越传统师德建

设的局限性，抵御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负面影响。教师卓越的

道德信念贯穿于教师的队伍建设之中。在工匠精神的引领下，自

觉加强引导自身的道德行为，将自身职业引领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打造高质量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二）吸收优秀教师资源，补充教师队伍力量

教师资源影响着“双师型”教师的队伍建设，为了满足高校

的教师队伍人才引进，学校可以公开招聘教育人员，可招聘具备

高尚职业道德且有专业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这

与教师资格的必备素养一致，突出教师的能力与师德。扩大招聘

的范围，丰富师资的来源，选拔出具有优良师德师风的教师人才，

充盈高校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通过广泛教师资源的专业

素养，提升“双师双能型”教育团队教育的质量，促进学校专业

教师向“双师双能型”教师转化。优化人才质量，提高教育教学

水平，打造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特有机制。

（三）提升理论与实践能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

如今，虽然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很多，但缺乏具备实践经验的

专业型人才，社会对于高素质以及高质量人才的需求量日益激增。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他们主要以高校毕业生为主，其学历背景普

遍较为深厚，其中不乏一些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人，然而，

他们在实践的教学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双师双能型”

教师更加注重专业化程度，因此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应当致力于提

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以及水平，促进“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复合型人才建设。将工匠精神引入到“双师

双能型”教师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中，通过工匠精神的引导使

得教师从知识型向技能型转变，从而提高“双师双能型”教师的

队伍建设水平。

三、结语

工匠精神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工匠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不仅是一种职业技能，更是职业道德的

体现，它要求我们对从事的职业要抱有虔诚的心态和强烈的责任

心，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高校要充分发掘和培育高校

教师人才，扩充教师选拔的渠道，高校教师也要积极提升专业技能，

为推动职业生涯更好的发展做好坚实的铺垫，共同推进高校“双

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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