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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企双师双向“双主体”教师队伍建设的时代意义
教育部于 2 0 0 0 年首次提出双师教师的概念。所谓“双

师”，指的是既具有充足的理论和较高的理论教育水平，同时
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也就是说，需要既可以帮助学生在校
期间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能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对高
职院校来说，关键核心竞争力是能够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教
师队伍。这恰好与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一致，与办学目标相呼
应，要求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具备双师属性。基于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如何打造高水平、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则显得尤为重要。

2 双师双向“双主体”教师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建设双师双向双主体教师队伍，不但是为了满足高职院校的

人才培养目标和符合人才培养方向，同时也是符合高职课程建设
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作为高等教
育发展类型之一的高等职业教育，它肩负着为我国全面培养高端
技能型专业人才的使命。高职院校的教师需具备双师素质，在
充分了解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掌握职业标准要求，并熟悉
生产过程，掌握最前端的操作技能，如果有必要，还需取得相
关职业的资格证书，在以上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胜任现代化高
等职业教育的岗位。

此外，教育部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相互结合，着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力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一举措是为了强调教学过
程中对开放性和实践性的要求，学生在校期间理论知识的学习应
与实际工作相符。通过这种培养模式，才能真正做到为企业、社
会和国家输送高质量技能型专业人才。而教师作为此举的重要环
节，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只是
纯学者型或教学型，无法达到此目标。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既懂得
教育教学理论部分，又熟悉企业和市场的实际运作和管理，是集
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复合型教师。

再者，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当前很多高校都具
备先进的职教理念，但为何改革的成果并没有按预先设想的发展
呢？究其原因，是因操作实施环节缺乏落地。课程的建设和改革
作为教学改革工作层面的一项重要环节，主体是教师。因此，双
师素质教师队伍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教学改革的成败与否。在未来，
职校教师除了要掌握对应职业的职业技术内容以外，还需要能够
从职业活动中选择典型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过程，在遵循教育教学
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运用职教理论，结合实践，确定教学内容，
对教学环节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科学设计合理的教学情境，选择
与学生实情相对应的教学方式。只有在诸多方面相融合的教师，
才能真正胜任培养高技能型复合人才的教育教学活动。

3 双师双向“双主体”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不但

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而且还需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
通过校企合作模式，组建校企双师双向型教师队伍的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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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需要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资金支持。政府部门应该在制
度保障上，给予校方和企业扶持和优惠政策，共建生产性实训
基地，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确保双方互利共赢。

对于企业而言，需要树立校企合作共赢的先进发展理念，在
为高校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同时，利用高校教师的科研和技术等优
势，共同研制和开发新产品，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实
现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有效融合。在培养双师型教师的过程中，
将一些值得学习的企业管理方法植根于教师思想观念中，或者进
入到课程建设中，借助企业的价值理念带动校园文化的建设。与
此同时，实现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相融合。

明确“双师型”教师的培养目标，需从多方面出发，例如专
业理论知识、师德师风建设、专业实践知识和技术技能创新等。除
此之外，还应对教师进行全方面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以实现双师
型教师培养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校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
积极推动与知名企业或产业园共建，创建产学研一体的培养基地，
用行业最新技术和职业需求为核心，通过岗位实训、项目培训等
方式，培养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以达到推进教师在企业
实践的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目标。

当然，学校的核心目标还是提升教师能力。通过开展校企合
作的模式，积极引导广大教师走双师型发展的道路，提高高职教
师的综合素质，为国家的高职教育事业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
时，让教师融入到实际的科研项目中，通过项目的实施，提升教
师的实践能力水平，以达到既增加教师的科研成绩，又给教师创
收，进一步一发了教师参与的主动性。

4  结语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前提是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组建师资培养基地。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的
方式，组建起一支高质量、数量充分、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化双
师型教师队伍，使之成为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强有力后盾。总之，
要组建校企“双师双向型”教师队伍，需多措并举，才可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培养的人才质量，实现共享校
企之间的人才资源，消除高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壁垒，提升高校
整体师资水平，为社会更好地输送高素质、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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