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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重要的示范引领及孵化作用，为深入了解名师工作室的运行现状

及其效能提升主要影响因素，更好推动其持续健康发展，课题组针对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的发展现状进行

了调研，对其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进而有针对性提出了其运行效能提升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效能提升；策略 

DOI：10.18686/jyfzyj.v3i4.40616 
 
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作为一种“教师专业学习共同

体”，承担着示范引领及团队孵化的重要作用，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尝试。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

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2017-2020
年）》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一批定期研修、协同

研究、常态合作的的职业院校“双师型”名师工作室[1]。

针对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近年来发展中存在的

“梗阻”问题，积极探索其运行效能提升的策略，对推动

名师工作室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科学合理设计调研 

为有效探究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当前发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个

案研究等多种方式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查研究，调查内容涵

盖了工作室成员构成情况、工作室运行情况、制度及保障

体系建设情况等方面。 
科学合理的成员结构是工作室遴选及后期建设工作

开展的重要基础。调研主要从工作室成员的年龄结构、学

历结构、成员职称结构及所在单位职务情况、成员具有的

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设计，以便深入了解

工作室成员的构成及孵化成效的影响因素。 
健全完善的制度及保障体系是对名师工作室建设及

良好运行的有力支撑。制度建设及保障体系方面，调研主

要涵盖了以下内容：单位给予的经费支持情况、工作量认

定情况、晋职晋级或评优评先待遇情况、工学矛盾协调情

况、工作室工作给予奖惩与考评情况、工作室成果分享及

推广应用情况、制度建设及其他支撑情况等。 
真实了解名师工作室的建设现状方能为其运行效能

提升找到有效路径。课题组通过以下方面对工作室的发展

现状进行了调查：工作室的发展规划及建设目标；工作室

团队研修活动的次数、研修时长、研修的主要内容与团队

成员期望值之间的偏差等；工作室有效研修的内容、方式；

工作室建设成效的影响因素；工作室当前运行存在的主要

问题等。 

2  四川省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四川省职业院校“双师型”名师工作室主要由高职院

校牵头建设。2018年 5月，四川省职业院校首批共 12个

“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经遴选评审获批建设，2019 年 7
月，第二批共 10 个职业院校“双师型”名师工作室获批
建设，每个工作室由 1名主持人和 19名成员组成，工作
室建设周期为 3年。相较于教育发达省份，四川省职业院
校“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建设起步较晚，建设和运行中

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引领和监督管理。主要体现如

下： 
2.1  存在重申报、轻建设现象 
名师工作室的申报成功与否涉及到职业院校双师型

师资队伍建设及品牌效应提升等诸多方面，四川省教育厅

在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的遴选申报文件中明确规定，每个

名师工作室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按 5 万元/年标准给以经
费支持，同时要求各牵头单位给予一定配套经费支持；要

合理安排教学和工作，确保成员参加研修，并将学员参加

研修纳入继续教育学时认定。但从调研有关情况看，14.3%
的受访者表示会遇到无法协调的工学矛盾冲突，33.3%的
受访工作室成员认为参加名师工作室研修活动所在单位

并未给予经费支持。从以上调研情况看，少数工作室的建

设和运行尚未得到所在单位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由于种种

原因，当前仍存在着重申报轻建设的现象。 
2.2  经费等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名师工作室申报时明确要求：各

成员所在单位要为工作室建设提供必要的研修场所和经

费支持，要合理安排教学和工作，并将学员参加研修纳入

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结合

实际积极推广应用工作室研修成果。但调研数据显示：经

费支持方面，66.7%的受访工作室成员表示参加名师工作
室研修活动所在单位给予了经费支持，52.4%的受访者认
为参与名师工作室研修活动所在单位给予了工作量认定；

对工学矛盾的支持方面，85.7%的受访者表示单位允许在
正常教学期间参加名师工作室活动；在对工作室的成果应

用及宣传推广方面，28.6%的成员认为所在单位基本没有
宣传推广，61.9%的认为有部分推广。从以上经费支持、
工学矛盾协调、成果推广等调研数据看，部分职业院校仍

未给予名师工作室建设足够的重视，未将上级文件精神落

实到位。 
2.3  制度体系需进一步健全 
从工作室所在单位管理与运行情况来看，57.2%的受

访者认为所在单位没有出台制度支持成员参与工作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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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活动；激励政策方面，绝大多数人认为所在单位没有针

对名师工作室建设工作出台工作量认定等“优待”政策；

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未对工作室的研修活动提出专项考

核要求，仅有少数单位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通过深度

访谈和比较研究，当前各职业院校工作室的制度建设参差

不齐，在建设过程检查及验收标准、经费保障及使用、工

作室的考核评价、主持人及成员的激励制度等方面缺乏明

确的执行标准和制度支撑，进而导致工作室运行效能的低

下。 
2.4  研修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需要优化 
调研显示，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的研修活动普遍存在

较为固化的情况，更多成员希望相应活动的开展要与自己

的工作实际需求相结合，这样既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提高其参与度。调查显示，当前职业院校工作室研

修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专业课程建设（占比 81%）、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促进与研究（占比 62%）、教科研项
目交流合作（占比 57.1%）、教学实践与演练（占比 57%）；
而工作室成员普遍希望的研修活动则排序如下：教科研活

动、教学竞赛指导、经验交流、项目开发与合作等，多数

成员期待的教学竞赛指导、经验交流则没能引起工作室的

关注和响应。 

3  名师工作室运行效能的提升策略 

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寄予了带

动区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厚望，从调研的情况看，职业

院校名师工作室的建设及运行尚存在着有名无师、有名无

实、有量无质、效能不高等问题，因此需要对标对表，照

照镜子、红红脸，以便更好找差距，抓落实；需要及时对

症下药，采取针对性措施方能更好提升名师工作室的运行

效能及其示范引领作用。 
3.1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加强引领和建设过程监

管 
作为一种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作为未来名师的“加

油站”和“孵化器”，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近年来在国家

政策红利下迎来了建设潮。但名师工作室建设工作要的不

应仅仅是数量，更需要的高质量、高品质，唯有如此，才

能真正起到示范引领和孵化作用。调研问卷显示，有

61.9%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单位及上级的政策及制度保障是
影响名师工作室建设成效的最重要因素；在与专家的深度

访谈中，多位专家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及时建立健全名师

工作室建设及运行制度体系，要加强过程检查及验收标

准，避免有名无师、有名无实、无标准可对照实施的现象；

要加强经费保障及使用、工作室的考核评价、主持人及成

员的激励机制，以便更好解决当前工作室经费使用缺乏标

准、成员工学矛盾、工作室成果认定导向不清、成员缺乏

内驱力等不良梗阻现象，切实为名师工作室的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制度支撑。 
3.2  切实加强保障体系建设，让名师畅行无忧 
为全面了解影响名师工作室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课

题组调研数据显示，所在单位的政策及制度保障、学校的

重视和支持、经费保障分别排在了前三。深度访谈中，多

位资深教育专家表示：教育行政部门应多关注名师工作室

的发展状况，要切实为名师工作室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和保障；各成员所在单位要为工作室建设提供必要的研

修场所和经费支持，要合理安排教学和工作，并将学员参

加研修纳入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

院校要结合实际积极推广应用工作室研修成果。要在经费

支持、工学矛盾协调、成果推广应用、合理的激励措施等

保障建设方面给予名师工作室足够的支撑，确保各学校将

上级文件精神落实到位。 
3.3  正确设定目标，让工作室更“聚心” 
调研中发现，名师工作室因其“非官非民”的特殊身

份，在工作室目标设定、研修考核、团队成员激励等方面

具有“先天性缺陷”。此外，有的名师教学经验非常丰富

但没有形成辐射力，工作室的效能没有得到有效彰显，究

其原因，问题的核心在于缺乏精准目标设定，导致研修活

动及内容缺乏“主心骨”所致。此外，职业院校名师工作

室的成员均是按照一定标准遴选出来的种子选手，四川省

教师培训项目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职业院校“双师型”

名师工作室和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工作

的通知》（川教培办〔2019〕13号）给出的工作室成员遴
选要求是：中职成员占比不低于 30%，工作室所在单位占
比不超过 30%。其初衷就是要通过高职引领中职更好促进
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如何让不同层次不同层级的

成员均能有所拔高，关键在于精准设定工作室建设目标，

将目标针对性分解到每个成员，同时设定考核标准，通过

相应的激励手段来激发、带动“种子选手”尽快成长起来，

更好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加油站”和“孵化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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