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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时代要求
“三教”改革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热点与难

点，是职业院校加强内涵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
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中，教师是摆在第一位的，
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教师队伍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体和重
要角色，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资源，是支撑新时代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是职业教育改革攻坚、爬坡过坎的关键
期，也是教师队伍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重要机遇期，加强高
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对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
巧匠、大国工匠，具有十分重要意义。2019 年教育部等四部门
联合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把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来
抓，把“双师型”教师个体成长和“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相结合，
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提升职业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高职院校要把人才强校的思想和理念放在学校改革发展的首
位，充分认识到没有高水平教师队伍就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的高职
院校，也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高职院校要把教师队伍建设纳入学校事业发展全局中统筹
考虑，把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作为教师队伍建
设的重中之重，贯穿学校内涵建设的始终，贯穿学校日常工作之
中，积极探索“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培训的新途径、新方式，建
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特别是面对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要求，加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任务更加重大和
紧迫，要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
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2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2.1教师专业化水平低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从2019年起，职业院

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
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

（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年
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但在2019年以前，高校院校提
高规模大量扩招，为了缓解师资不足的矛盾，高职院校大量引进
了各类教师，主要来源还是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教师的
理论知识掌握比较好，但是缺乏系统的实践锻炼，指导学生开展
实践教学的能力不足，专业化水平偏低。同时，高职院校普遍缺
乏高层次人才，尤其是缺乏有影响的行业领军人才和专业（群）带
头人，缺乏引领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高水平专业负责人和教学
团队，教师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比较低，与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和
建设专业化“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2.2教师培养方式单一
随着高职教育的扩招，高职院校现有师资已经无法满足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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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需要，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较重，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难以
抽出时间和精力到企业进行挂职实践锻炼。即使有时候教师利用
假期安排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由于时间比较短，难以在短时间
内融入到企业岗位工作中，难以在专业实践方面得到较大提升。
同时，大多数高职院校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双师型”教师培养
培训制度，教师以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为主，参与专业建设、校企
合作、社会实践等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作为“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有效途径，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和推行，学校仍然是“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唯一主体，缺乏行业、
企业和社会参与，长期以来“双师型”教师培养处于自发状态或
者是单一主体培养状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双师型”教师无论
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2.3管理体制机制滞后
高职院校教师岗位聘任制度不健全，普遍缺乏健全且具有校

本特色相配套的管理体制机制，在职称晋升、培养培训、教改科
研、绩效待遇等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不利于个人成长
和优秀人才选拔培养，不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双师型”教师
队伍具体细化的分类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分学科类别分专业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培训机制。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千篇一
律”，特别是没有根据新的教师职称评审分类，如“教学为主型、
教学科研型、社会服务型”教师制定细分考核评价标准，特别是
教学业绩、科研业绩等方面分类标准，影响了不同学科类别教师
队伍开展教改科研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高职院校缺发
有效的激励机制，没有完全落实以业绩贡献和教学质量为导向的
绩效工资改革导向，没有形成基于目标管理和过程考核相结合、
体现多劳多得和优绩优酬的绩效分配制度。

3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3.1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师德师风评价机制
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师风教育，把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

道德建设摆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切实回应教师队伍
建设“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这一根本
问题。要突出教师队伍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等教育，牢固树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民族观、价值观、
教育观、人才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办学宗旨和办学方向，通过“课
程思政”等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
通过讲好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故事，评选表彰宣传“最美教师”“师
德标兵”、优秀教师、教学名师、优秀共产党员等活动，将“四有”
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要求融入先进典型中，弘
扬新时代高职院校教师教书育人风采和典型榜样力量[1]。加强对
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等方面考核评价，构建学校、教师、
学生、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师德师风考
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教师热爱教育、积极奉献，甘当为国育才、
为党育人的孺子牛，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出应有贡献。

3.2实施教学能力提质工程，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高职院校要建设同时兼具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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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师队伍，才能适应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的需要。专业化能力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的核心要素，体现了教师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是长期以来
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要以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建设为引领，推进行业领军人才、教学名师、技能大师、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提升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模块化教学设计能力、实践教学能力等，提高教师
队伍的教学专业化水平。要注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践性和职业
性，推进教师的专业实践与行业企业发展、教改科研、社会服
务等相协同，打造一支教学能力强、实践能力强、服务能力强
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要完善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建
设和管理办法，通过校内与校外培养培训相结合、自身培养与
人才引进相结合、长期培养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等方式，促使教
师能够在繁忙教学工作之余有条件有机会学习提高自身的教学能
力、专业能力、科研能力，切实解决教师教学过程中教学能力
不足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矛盾，整体提升“双师型”教
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3 . 3 强化校企合作协同培养，完善“双师型”教师共建
机制

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依托国内知名企业建设“双师型”教
师研修基地，与行业企业共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培
训）基地，安排教师到基地培训学习，在制度、经费上给予
支持和保障，积极探索校企“产学研”合作共赢模式，通过
学习交流、跟岗实践、参与企业项目运营等方式提高教师的实
践教学能力，成就教师、成就企业、成就学校，实现三方互
利共赢。完善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制度，实施“一师双岗”教
师管理制度，推进5 年一周期的教师全员轮训制度，促进“双
师型”教师校企共建结对联合培养。通过校企联合共建专业、
共商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开展
教学改革研究，全面提升教师的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
大力培养“教练型”教师。同时，以校企共建名师工作室、

技能大师工作室为抓手，通过传、帮、带等多种方式，培养
和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积极推进和支
持教师海外研修，与国外职业院校联合开展教师培育培训计划，
分批次选派专业教师到优质国外职业院校学习交流，开展教师对
话、专业共建、文化交流等多种合作形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和合作能力的“双师型”教师。

3. 4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双师型”教师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高职院校教师岗位聘任制度，建立教师成长档案，

实施专业技术岗位聘期制，建立“过程性个性化考核”体系，
推进以绩效考核结果为基础的专业技术岗位“能上能下、能进
能出”的合理流动[2 ]。研究制定“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
社会服务型”教师分类评价和职称晋升标准，完善教师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改变评聘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片面态
势，重点考评不同系列、不同类型岗位教师的师德师风、教学
水平、专业技能、科研能力、服务能力，重点考核以教学为
中心的专业能力。优化高职院校两级管理结构，将管理权下放
二级学院（教学系部），实行“固定岗 + 流动岗”模式，推
行以绩效为导向的工资分配制度。绩效分配向高层次人才和业绩
卓越的教师倾斜，教师绩效分配体现岗位责任、工作业绩和工
作考核结果，建立以实际贡献为导向，鼓励创新发展的分配激
励机制。完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多维度考评的教师职称
晋升晋级评价标准，通过教师职务多样化分类评审，达到优化
教学资源配置、激励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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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同样自幼学习奥数，裴之仍在这条充满挑战的路上不断探
索和尝试，而自己却半途而废，辜负了父亲的厚望，以及那可
能存在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能被称之为“天赋”的热爱。此
时林朝夕意识到作为普通人的她与天才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
沟。机缘巧合下，林朝夕因质能方程式穿越至平行时空，再次
拥有了弥补过往的可能。

作品的双线叙述是通过林朝夕在草莓世界的失意与受挫，以
及在芝士世界不断地钻研与提升得以实现的。当她认识到常人与
天才间确实存在着壁垒后，仍能凭借热爱而坚持、不断求索。
林朝夕在草莓世界主动放弃了数学，认为自己并无过人才能，
无法在天才林立的基础学科取得成就；但在来到芝士世界的下一
秒，她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相反的选择，穿越就是她人生改变的
楔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理想化了的积
极进取，是这类知识密集型成长小说吸引人的最重要原因。假
如人生有外挂，假如可以推倒重来，你将如何选择？

4　成长小说视域下的线性梳理
成长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中国现代的成长小说在发展过程中

沿着“幻灭”、“动摇”和“追求”的路径不断发展、成熟。“成长
小说中成长的主人公基本上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精神变
迁最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从现代
的萌芽、到现代的开端再到现代的发展最后至现代的成熟，不同
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代表着各个时代的发展
特色和背景。”[5]二十一世纪以来，网络文学中关于“成长”的
叙述，也遵循着这一创作规律。不论是“修仙”、“穿越”、

“架空”还是“玄幻”，这类热门题材本质上都是借由脑洞和幻想来
实现重写人生。《天才基本法》、《庆余年》、《全职高手》又或是《斗
罗大陆》，这些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点：主人公因故陷入困境后，
机缘巧合之下重新开启人生副本，然后一路开挂。作品中的人物在
遭遇困境时或许会低沉，但绝不认命，自始至终都在为了心中的理
想、热爱、自由、道义而拼搏。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天才选手，或拥
有过人才智，或是有耀眼的天赋技能，与严肃文学中对知识分子的
成长历程的书写形成了很好的互文。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写作范式。以
《天才基本法》为例，网络小说在写好爽文，刻画主人公线性成长
经历的同时，如何与更庞大的历史时间有机结合，让读者对这种身
体、精神以及心理三重维度的蜕变有更直观的认知？对这一现象的
讨论不仅有助于反思网络文学二十年的发展与深化，也是对优秀网
络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典范性”与“超越性”持续关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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