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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高职院校高水平
专业教学团队建设

——以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丁立刚 1　李玉兰 1　沈　阳 1　马文超 2

（1.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中山 528436；

2. 中山市飞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 中山 528436）

摘要：针对专业发展初期教师数量不足、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难和教学团队整体实力单薄的现实困难，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挥兼职教

师政府津贴制度和园区企业资源，实施基于院园融合模式下的专

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索专业教学团队建设路径，逐渐形成

以“院园融合”为核心、“外引内优”为途径、“校企共建”为

保障的教学团队建设思路，全面提升专业教学团队整体实力。笔

者总结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背景下高水平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创

新措施，并对新时期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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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

（一）学校发展背景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孕育于“国家火炬计划”，坐落在中

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大学的办学理念和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的企业特质，天然促成学校专业对接园区产业、产业发展

亟需人才支撑的双向合作意愿。随着企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发

展和校企合作层次的进一步推进，原有的校企合作形式逐渐发展

成院园融合合作模式，为学校和专业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二）职业教育发展背景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了“三教”（教

师、教材、教法）改革的任务。“三教”改革中，教师是根本，

教材是基础，教法是途径，彼此形成一个闭环的整体，解决教学

系统中“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而“教师”的改革，

应以“双向双融通”为主要途径，校企双方师资互兼互聘；加大

培训和引进力度，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和科学研

究能力；建立结构化师资团队，构建“功能整合、结构合理、任

务明确”的结构化的师资团队。

二、专业教学团队的现实困难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自 2011 年起与中

职学校开展中高职衔接协同培养，2015 年起开展现代学徒制专业

试点，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和成绩；但随

着现代学徒制试点、中高职衔接、3+ 证书、高职专业学院、高职

扩招等招生类型的涌现及小班教学的推广，逐渐暴露出教师数量

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难和教学团队整体实力单薄等问题，主要

表现为：

——教师数量不足，生师比例过高。2013 年，模具设计与制

造专业共有高考普招、中高职衔接等两种生源类型，共有 8 个班

316 名学生；教学团队共有专兼职教师 13 名，其中专任教师 10 名，

兼职教师 3 名，师生比为 1：26.33，远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 1：20

的比例，教师人均工作量为 226.3 学时 / 人，比学校要求的额定工

作量 160 学时 / 人超出 41.43%。

——专业能力提升途径受限，技能型教师比例过低。由于教

师工作量过大，业务学习时间偏少，加上专业实训设备不足，导

致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途径受限。2013 年，在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10 名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为 60%，仅有 2 名为技能型实

训教师。技能型教师比例过低，直接影响了课程教学效果和人才

培养质量。

——教学团队整体实力单薄，难于支撑高水平专业建设任务。

2013 年 6 月之前，该专业未获得省级立项的专业平台、教科研课题、

课程、基地、教材或师资等建设项目，学生也未能在市级以上的

技能竞赛中获奖。专业建设整体水平处于全省同专业下游。

三、高水平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过程与方法

为破解上述 3 大难题，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转变发展思路，

充分利用院园融合的产业背景，深化校企合作，夯实校企合作内

涵；以省级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研制和现代学徒制试点为突

破口，在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重点专业、广东省二类品牌专业等

建设项目基础上，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以“院园融合”

为核心、“外引内优”为途径、“校企共建”为保障的工作机制，

开展广东省高职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全面提升专业教学团队

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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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院园融合产业背景，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1.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兼职教师的聘任

依托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产业背景，面向中山华志模

具、中山兆鸿精密等园区内 32 家涉及模具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建立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聘请合作单位的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等高

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兼职教师，为校外实践教学提供师资保障。

2. 企业冠名学院与现代学徒制合作单位兼职教师的聘任

与园区内的中山金港源、广东易山重工、中山联合光电等企

业共建冠名学院 3 个，与中山联合光电、中山高林美等企业联合

开展现代学徒制专业试点，并从冠名学院和现代学徒制专业试点

共建单位聘请兼职教师，解决企业冠名学院和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级小班教学的师资缺口。

3. 生产性实训基地兼职教师的聘任

引入中山唯一精密、中山中宏精密等 6 家企业进驻实训校区

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在制度框架内入驻企业可以享用学校场地、

加工设备等生产条件，学校享有企业的设备、人员等技术资源。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立，为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提供了 30 名在岗

训练指导师傅和 120 个实习实训工位。

通过多渠道多途径聘请兼职教师，解决专业教学团队师资队

伍、教学条件配置不足或不系统等问题，切实解决专业课分组分

散（小班化）教学及岗位轮换管理资源不足问题。

（二）搭建院园融合发展平台，助推教师综合能力提升

1. 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打造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在制度框架内入驻企业享用学校场地、加工设备等生产条件，

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并为教师参加企业实践锻炼提供条件。在此

基础上，该专业主要实训基地被认定为教育部装备制造专业群“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2. 开展校企横向科研项目，提升教师科研能力

利用园区的企业资源，鼓励教师参与企业横向科研项目，提

升教师科研能力。校企合作项目的开展，提升了师资队伍的科研

能力；近 5 年来，教学团队获省、市级立项科研课题 10 项，获省、

市级科技进步奖 3 项。

3. 校企联合开展实践教学，提升教师职业技能

针对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级开展“双导师”授课制，校企专兼

教师联合开展实践教学，加强专兼教师交流，促进专兼教师教学

能力和专业技能提升。近 5 年来，教师参加广东省职工技能大赛

和行业技能竞赛获奖共 4 项。

4. 校企合作实施导师制，促进教学团队发展

（1）利用校企资源，实施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导师制（青蓝

计划），在教研教改工作上指导青年教师，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教研能力。近 5 年来，教师参加广东省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等赛项获奖 4 项；获省、市级立项教研课题 6 项；获市、校级教

学成果奖共 4 项。

（2）实施兼职教师导师制（专兼一对一），为兼职教师开展

定期培训，解决兼职教师专业理论薄弱，讲课系统性不强，教学

设计能力较低等问题，提高兼职教师整体教学能力。期间培养广

东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1 名。

充分发挥园区企业资源优势，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利用各种

合作模式打造教师能力提升通道，突破制约师资队伍能力发展的

瓶颈，助推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发展。

（三）夯实院园融合专业内涵，打造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1. 发挥院园融合机制，突出团队师德师风建设

借助园区企业资源和行业背景，定期安排教师参加企业实践

锻炼，在实践锻炼和考核过程中培养教师的工匠精神；通过校企

深度合作，萃取优秀“企业文化”，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开展课

程思政改革，提高团队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

2. 校企合作研制省级教学标准，提升团队教研能力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在开展中高职衔接的基础上，2013 年牵

头承担省级中高职衔接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

的研制任务。省级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的成功研制，提升团队的

教研能力。

3. 校企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提高团队专业建设水平

2015 年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获批开展省级现代学徒制专业试

点，2016 年被评为省级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优秀试点专业；2017

年获批为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并于 2019 年通过教

育部验收。在此基础上，该专业被认定为教育部高职教育骨干专业，

省级二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4. 校企共建“1+1”双专家专业带头人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在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省级二类品牌

专业和一流高职院校重点专业等建设项目的基础上，着力培养专

兼职专业带头人，取得良好成效。校内专业带头人被认定为省级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领军人才，校外专业带头人被认定为省级高

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5. 校企共建专兼结合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在研究省级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

开展现代学徒制专业试点、建设省级二类品牌专业、“1+1”培养

专家型专业带头人的基础上，提升了专业教学团队的整体实力。

在此基础上，省级高职教育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团队顺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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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验收。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在夯实院园融合专业内涵的建设过程中，

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实现师资队伍从增量到提质的转变，探

索一条借助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行业企业背景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的

成功路径。

四、特色与创新

（一）依托院园融合产业背景，加强兼职教师培养与聘用

依托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产业背景，面向园区内

光学制造、汽车配件、家电产品等涉及模具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建立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库；利用园区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制度，

提高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受聘兼职教师的积极性，聘请合作企业

的技术骨干为兼职教师；通过为园区企业员工提供技能培训和开

展科技合作，加深校企互信，促进校企人员互聘；院园融合的体

制优势，切实解决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

（二）发挥产教融合合作优势，提升专任教师教科研能力

通过引进企业进驻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校企技术资源共

建共享，构建产教融合合作平台，为教师开展教研科研活动提

供技术支持；定期安排教师深入园区模具制造类企业参加实践

锻炼，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促进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

利用企业设备等技术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提升教师专业技能；与园区企业开展横向科研项

目合作，提升教师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借助生产性实训

基地等校企合作平台实施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导师制（青蓝计

划）和兼职教师导师制（专兼一对一），提高专兼教学团队的

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整体实力。依

托双师型培养培训基地，制定教师发展计划和考核标准，系统

解决师资能力培养被动性。

五、反思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养

意见中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养”。

明确指出在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阶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只

是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专业技能或产生更多的教科研成果，

而应该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严格遵守《新时代高校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努力打造师德高尚、师风清正的教

学团队。

（二）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意见中提出“落实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的规定，支持企业

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

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这将对教师参加企业实践提出刚

性要求，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个人行为；同时也对兼职教

师的聘用提出指导性意见。为了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需求，

师资队伍建设更需要在教师招聘、培养、考核上下功夫，努力

提高专任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强化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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