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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高校人才培养主要目标就是要为社会输入高素质专

业技术人才，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力量，提高社会

生产效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就对学生自身实践能

力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出

了考验。基于大数据之下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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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就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企

业、学校能够树立现代化意识形态，更新人才培养、经

营发展思维模式，在未来构建培训基地时，能够善于应

用各种大数据手段以及其他各项技术，开展人才培养活

动，通过打造专业好的学习平台，从而保障人才培养的

综合水平。

一、“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发展现状

在 20 世纪末，我国首次针对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构

建了专业化培训基地，此后教师培训基地构建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开来，各种类型以及层次的院校，都先后成立

了教师培训基地。例如途虎养车近几年加强与高校建

立合作，构建教师培训基地，具体见下表 1 所示。随后

经过持续不断发展，培训基地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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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教师培训综合质量。然而还需注意的是社会飞快发

展，教师培训基地也应该与时俱进，提高培训基地综合

水平。但是就当下一些培训基地发展现状来看，仍然存

在不足，如基地培训没有立足于互联网 + 视角，培训基

础设施并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教师培训方案，培训场地

没有及时更新，都是成为影响教师培养重要阻碍，还需

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及时进行调整，为教师培训提供

完善的场地 [1]。

表1　产教融合基地数量

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产教融合基地数量 20 所 58 所 100 所

人才培养数量 2800 人 3200 人 6500 人

二、基于大数据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重要性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互联网 + 时代，在信息化、智

能化发展浪潮推动下，整个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应该重视充分应用大数据

手段，在校企业通力合作之下，构建现代化教育师资培

训基地，为保障教学活动质量、人才培养能力提供媒介。

立足于大数据视角，构建校企“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主要是高校依托企业为教师提供实践平台，提升教师教

学能力，对于广大的应用型院校来说，既能节约教师培

训成本，提升教学水平，同时还能为企业引入高素质人

才做好铺垫，对于企业实现长远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此外通过构建教师培训基地，企业能够参与到人才培养

过程中，保证了高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这种合作模式

对于企业、学校来说都是有益的，还需要在未来发展过

程中，能够向师资培训基地投入现代化元素，提升师资

培训平台质量 [2]。

三、基于大数据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措施

基于大数据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成为

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需要高校、企业之间树

立现代化思维模式，达成合作共识，为构建双师型教师

培训基地提供保障。

1. 制定科学的培养计划

“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需要学校与企业共同参与，

企业参与其中，能够让教师、学生群体第一时间接触到

市场发展现状，将现代化的大数据手段、工艺技术、发

展思维融入到日常培训工作中来，同时还能为学校人才

培养提供精准的方向、充足的资源和资金。而教师群体

积极参与其中，能够更新思维模式，提升教学技能，为

人才培养提供教师力量。因此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

培训基地，需要校企共同参与，制定完善的培养计划，

具体如下：首先，双方应该围绕当下大数据时代市场发

展现状，制定教师、学生到企业实践的具体方案，学生

通过进入企业实践，可以更好的明确自身特长，进而确

定职业发展方向，对于教师来说，在这一培养模式下，

可以更加明确企业人才需求，在教学中也会更有针对性，

教学质量能够给改善。其次，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在

制定培养计划时，都应该重视加强前沿科技学习，充分

掌握社会发展方向，确保人才培养与时俱进。

2.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资源

在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等

技术手段已经成为引领社会发展重要技术，基于大数据

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在进行人才培养、教

师培训过程中，也应该充分应用到各种现代化教学资源，

这样教师、学生群体在实践基地中能够接触到社会前言

领域各种技术，思维模式才能得到更新变化，保证了培

训活动质量。因此在校企共建教师培训基地时，应利用

好各种教学资源，一方面，企业、教师应该围绕专业特

征、社会发展趋势，将社会中最前沿的技术，引进到培

养基地中，确保在开展实践活动时，能够接触到大数据

等各种数字化技术手段，在平台中，放开手脚，进行实

践操作，积累技能，增强综合实践水平。另一方面，在

培训基地中，无论是企业、教师还是学生，还应该树立

创新意识形态，将现代化教学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发挥

其最大价值，鼓励创新，这样不仅能培养教师、学生良

好的实践能力，同时还能应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创新

水平，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3]。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围绕大数据下校企共建“双师型”

教师培训基地构建展开了分析论述，可以看出当下在构

建教师培训基地过程中，应该善于从大数据视角出发，

建立现代化“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制定完善的培训

方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各种技

术手段，提升教师培训、学生培养、企业发展综合水平，

这样才能更好的顺应社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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