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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视域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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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属于职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一项主要目标，而且也是打造“双师型”教

师队伍的重要因素。大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与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的人才息息相关，也事关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和国民经济发展。现

阶段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需要高职院校深刻认识到工匠精神内涵，了解工匠精神对“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义所在，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积极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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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aftsman spir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fessional spirit, which is not only a major goal of cultivating skilled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building a “double qualified” teaching team. Vigorously building a team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with craftsmanship spirit,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 tea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craftsmanship,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raftsmanshi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 team,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 team under the guidance of 

craftsmanship,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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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工匠精神之间存在

着密切联系。对于高职院校教师工作职责而言，不单单局限于教书

育人，更重要的是需要自身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树立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以身作则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念和职业精神，从而培养更多契合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 [1]。鉴于此，需要将工匠精神贯穿到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的各个环节，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方

位发展成长，更好的达到教书育人目标。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不足

（一）工匠精神培育制度不健全

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以相关制度作为保障，完善的工匠制度

是形成工匠精神的前提。尽管当前工匠精神培育受到国家重点关注，

然而工匠制度的缺失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2]。而缺少相应的工匠制

度也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产生极大阻碍。由于培育

管理体系的不健全，高职院校也缺少科学合理以及能够体现出职业

教育特点的教师准入资格、聘用标准、职称制度、培训机制、绩效

考核以及薪酬管理等制度体系，导致高职院校教师岗位缺少应有的

地位，职业吸引力不足。

（二）工匠精神培育手段不丰富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趋势也要求高职院校教师在具备较

高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形成良好的工匠精神。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高职院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手段较为单一，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

足，高职院校也更多的关注教师专业能力和技术培养，并没有深入、

全面的剖析工匠精神培育内涵和重要性，职业精神培养难以落实或

者仅流于表面形式 [3]。

二、工匠精神视域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对策

培养高素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

主要目标，而教师队伍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新时代背景下，

职业教育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层次要求，不但需要具备高学历和

高职称，而且需要树立起良好的工匠精神。因此，大力建设高层次、

专业化教师队伍，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迫在眉睫。

（一）树立对工匠精神的认同感

高职院校在对工匠精神培育时应该注重提升教师的价值认同，

始终将对工匠精神的认同感摆在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重要位

置。第一，需要在情感层面形成认同。高职院校教师属于认知的主体，

只有教师对工匠精神这一认知客体形成正确的认知，打消相关的疑

惑，才能够产生积极参与的主观体验和情感 [4]。而情感认同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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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认知到行为的实践转化。第二，需

要在认知层面形成认同。从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可以看出，每个人

的大脑也类似于高速运行下的计算机系统，快速加工处理各种信息，

认知形成其实质也是大脑来加工储存外界信息的过程，最终形成相

应的知识表征。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而言，需要帮

助教师对工匠精神形成正确认知，充分了解工匠精神的特征、内涵、

重要性等，持续消除在认知工匠精神方面的疑问。通过让教师在认

知上形成认同感，就能够使其在认同过程中正确认识到培育工匠精

神的逻辑起点 [5]。第三，需要在行动层面上形成认同。在整个认同

形成的过程中，行动认同属于高层次的认同。在行为层面对工匠精

神的体现，实质也是教师将对工匠精神的思想认知转化为相应的实

践行为，从教师这一职业角度来看，工匠精神具体表征为爱岗敬业、

尊技重教、精益求精等行为。总而言之，教师对工匠精神的认同一

方面受到自身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人特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外部

环境也会对教师工匠精神认同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包括高职院

校重视工匠精神的程度、培育环境构建情况等 [6]。

（二）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引进和培训机制

第一，高职院校需要全面推进落实“大国工匠进校园”工程，

不断建立健全人才引进机制，积极邀请行业专家、技术技能优秀人

才来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引领专业建设发展。通过提供技术指导，

采取长期或短期兼职教学的方式，持续为高职院校引入一大批具备

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养技术人才以及企业中的骨干工匠，不断壮大

校内兼职教师队伍力量 [7]。第二，高职院校积极推进“大师工作室”、

“大国工匠微课堂”的建设，为绝技绝活传承提供良好平台。第三，

高职院校大力开展师徒制项目，积极外聘具备优良作风和高超专业

技术的技能大师进入校园，承担校内教师培训导师的职责，利用师

带徒的方式开展项目培训和指导，不断构建起新型师徒制体系，从

而促进教师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的提升 [8]。

（三）形成校企共育教师队伍模式

高职院校应不断提高校企合作重视程度，积极和企业开展一

系列交流互动合作，促进工匠精神培养和技能培养、实践能力提升

的充分融合，为企业工匠精神和专业教师的融合赋予更深层次的内

涵，最终实现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效率的提升。高职院校通过各种

手段转变以往教师课堂教学的单一模式，以培育工匠精神作为切入

点，打通教师深入企业开展顶岗锻炼的通道。定期选派校内优秀、

骨干教师到合作企业中开展挂职锻炼，持续打磨自身技术能力和实

践经验，同时学习企业中技能大师刻苦钻研、爱岗敬业的精神，让

教师在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工匠精神，促进专业能力和工匠精

神的同步提升 [9]。与此同时，教师在企业实践过程中，还应该积极

了解企业对相关岗位的实际需要，分析现有教学内容和企业实践要

求的不匹配之处，掌握行业前沿发展趋势，不断调整教学模式和内

容，提升教学质量。

（四）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考核评价体系

高职院校需要注重对教师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考核评价，积

极弘扬工匠精神，营造出工匠文化氛围。首先，注重对教师“工匠

技艺”的考核评价，通过导师负责的形式全面考核教师理论知识与

实践技能相结合的能力，以此评价教师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促进

教师不断提升个人工匠技艺，钻研技术技能，从而持续提高自身专

业能力。其次，需要注重对教师工匠心态的考核评价，工匠精神的

精髓在于精益求精，也是传承工匠精神的内在基因 [10]。在考核评

价体系中，“双师型”教师是主要对象，因此需要教师做好自我评价，

树立客观的态度和持久创新意识，按照工匠精神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做好自我反思，根据专注、刻苦、精益的工匠精神，评价自身是否

在教学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最后，重视对教师的软性评价，提高

实践教学评价比重，从中了解教师所具备的精益求精和刻苦钻研的

职业态度，评估教师是否存在认真专注、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从

而促进教师实践技能提升和工匠精神的养成。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对高职院校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不断提

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

需要，大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势在必行。工匠精神在“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中必不可少，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在培育教师工匠

精神方面仍然存在着培育方式单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高职

院校需要重视提高教师对工匠精神认同感，不断健全“双师型”教

师队伍的引进培训、校企合作以及考核评价机制，夯实教师队伍建

设基础，从而有效构建起同时具备专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双师型”

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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