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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合作的“三教”改革背景下教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以江西省医药技师学院药品营销专业为例 
鲁燕君  何爱英  洪丹丹 

（江西省医药技师学院  江西省医药学校） 

摘要：“三教“改革是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由之路，是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而“三教”改革中

的根本和关键在教师，新形势下教师改革的法宝在于校企双向流动，离不开校企合作。本文以江西省医药技师学院药品营销专业基

于校企合作的“三教”改革实践为依托，阐述了教师改革的路径、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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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er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Education" reform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 A case study of Drug Marketing major of Jiangxi Medical Technicia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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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ree educ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cre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and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The fundamental and key of "Three 

Education" reform lies in teacher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magic weapon of teacher reform lies in the two-way 

flow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major of Jiangxi Medical Technician College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ath of teacher reform and the effect of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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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从高速发展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国务院

等部门先后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来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

和发展，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健全多元化办学格局，推动企业深度

参与协同育人，扶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教育。” 

提出了“三教”改革任务，要求“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

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引领职业教育服务

发展、促进就业创业。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

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完善评价机制，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 “三

教”改革是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

手，是解决职业教育“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的基本要素。在

“三教“改革中的根本又在教师，教师是教材编写与创新、教法转

变与实施，的完成者，因此教师的改革和专业发展是”三教“改革

推进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一、教师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师资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技工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教师主要是以高校应届毕业生为

主。高校应届毕业生从学校到学校，虽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

但缺乏在企业中进行实践与锻炼的机会，不具备一体化师资素养，

工学一体化教学理念薄弱，不能很好的将专业知识与工作过程相融

合，在教学开展过程易于倾向理论教学，将在普通高校学习到的高

度专业化的理论知识简化后传授给学生，使得教学过程不能与生产

过程相对接，无法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来源于行业企业的转职人员虽然具有企业实践经验，具备职业行动

能力，能够基于工作过程开展教学，但理论素养偏弱、缺乏职业教

育理念，教学设计能力不足，难以深入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 

（二）师生比例失调，难以满足人才培养需求 

随着国家对技工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大力支持和一系列举措的推

进，技工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很多院校的师资

力量却没有同步提升。生源提升，而师资缺乏，导致教师的工作强

度越来越大，业务工作越来越多，不仅要组织教学，还要承担大量

行政工作，导致教师个人发展提升精力不足，不能静下来好好强化

理论学习，不能沉下来好好开展教研教改。 

（三）激励举措不足，教师改变提升动力不足 

大部分职业院校未搭建完善的教师发展标准体系，教师专业发

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导致教师对自身发展规划不足，易产生

职业倦怠，提升的意愿和动力不足。同时加上授课学生学习和自控

能力不高，难以达到预期的课堂效果，导致教师职业成就感偏低，

使教师也易产生疲乏感。从而出现教师甘于保持现状，将提升自我

的一些培训、实践等机会视作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在知识、能力方

面的发展也止步不前。 

二、教师改革的实施路径 
我院药品营 专业在“三教“改革实践中依托校企合作优势，

建机制，定计划，搭平台，推进教师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同步提升。 

（一）完善制度，推行四项计划，创设教师发展良好环境 

一定制度、定标准，制定一体化教师培养培训方案、教师分层

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科研团队）培育计划、教师企业

实践管理制度、特聘兼职教师管理制度等。二实施“四项计划”--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老带新、一体化师资计划，加强师资梯队

建设，提升重点专业团队水平，精心打造校企融合、以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为主、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很强技能、结构合理的一体

化教师团队。 

（二）搭建三平台，提升教师素质能力 

搭建培训、教研教改、企业实践三项师资队伍提升平台，提升

教师素质能力，校企“互培共育”，建立具备较强人才培养、技术开



职业教育 

 32 

发和社会服务能力的“一体化”素质教师培养，实现现有教师，转

化为一体化教师。加强专业开发能力、教学教研能力、信息化教学

能力等师资培训，有效提升教师的德育工作能力、专业教学能力、

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能力。完善竞赛奖励制度，

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级竞赛，提升教师的专

业水平；加强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活动，制定教师企业实践计划，明

确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工作中的主体责任，落实教师 3 年一周期的

全员轮训制度，分期分批安排专业教师赴企业顶岗锻炼，以跟岗访

学、顶岗锻炼等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实践或实训基地实训，支持专业

教师通过参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管理，提升教师素质，培养出一

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教学团队。 

（三）校企互通，师资互享，优化师资结构 

加强校企互通专兼结合，优化师资结构。聘请有一定影响力的

行业精英、企业专家、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来院任教，有计划地安

排其参加学习调研、学术交流、座谈研讨、项目开发等，促使他们

在深化校企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

作用。同时打造“企业课堂站”，建立兼职与专任教师互动机制，积

极开展专兼职教师一对一互动帮扶活动，共同提升教学、管理能力，

实现技能技术共享，推进专兼职教师素质能力双提升。使教师资源

的组合模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四）立德树人，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建立健全师德考评制度，树立教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文明守纪、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要求万人计划

教师名师培育对象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治

学严谨，知行统一，全面系统的对学生进行评价。 

三、教师改革的成效 
（一）教师发展有动力，师资队伍水平全面提升 

通过改革，完善了校企合作机制、师资建设机制，激发了教师

的发展动力。推进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老带新、一体化师资计

划四计划，加快了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本专业现有省级名师 3 名、

登峰计划名师 1 名、首席技师 1 名、出彩教师 2 名。通过培训、教

改、企业实践三平台，使得本专业教师在教学创新、教研教改、技

术服务能力、竞赛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考评、创新实践六个维度中

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积极为企业开

展技术服务、培训等多次，多名被企业聘请为技术服务专家。二本

专业教师积极参与教材编写，各类规划教材编写中主副编达 16 人。

三近年来组织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等达 106 人次，参加省级各类技能

竞赛达 45 人次，获国家级奖项达 12 人次，省级奖项 24 人次。 

（二）课堂呈现新样态，学生技能水平提升 

教师的改革提升了教师的综合能力，促发了整体教学质量的提

升。内驱动力的激发，改变了教师职业倦怠现象，让教师从 “埋头”

教书、无暇顾及其他的状态中开始 “回头”看自己、“抬头”看学

生，开始思考和改变，从而在课堂上不在疲于应付，而是享受课堂，

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和搭建的线上教学资源平台，不断创新课堂

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乐学、想学。同时基于校企合作的优势，师资

的互融互通，企业实践平台的搭建，企业课堂站的打造，提升了教

师对企业工作的认知和理解，反刍于教师教学设计，实现工学一体

化教学，促进教、学、做、评，提高的学生技能水平。近三年本专

业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在国家级竞赛中荣获 4 项二等

奖、4 项三等奖，在省级竞赛中，荣获 6 项一等奖、8 项二等奖、10

项三等奖。 

结语 
“三教”改革不仅是一种教学改革，更是一项实践性研究，需

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要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特点，教师改革

亦如是，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理念，深入推进改革，能激发教师发

展动力，为职业院校教学能力的提升创造有效途径，为国家培养高

素质的技能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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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3 页） 
他的优美文章也可以被采用，之后教师再统一将其汇总，列出一张

课外阅读书籍推荐表格，为每一位学生和家长分发下去，学生们可

以选择性地购买或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这类文章进行阅读，在阅读之

后，自主将文章当中所运用的课堂上老师讲授的阅读技巧标记出来，

在下节课堂或自习课上与老师进行沟通，教师在帮助学生们查缺补

漏，共同巩固阅读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就掌握了更多

语文阅读知识，并对已有知识进行复盘。 

（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永远都是课堂学习的主体，即使一位教师的讲课再过优秀，

课程讲授再清晰明了，也不能剥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一些资深的

授课教师很容易被这种思想所影响，由于教师的资历较深，在课堂

讲述时经常会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整一节课都是由教师自己在授课，

学生们只能低头不停地记笔记，完全没有自主思考的时间，导致听

课效果并不理想。而作为小学语文教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证学

生们能够参与到课堂当中去，积极做好课堂的小主人，首先就是要

在教师讲课时做到认真听讲，其次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学习主体地位，

主动学习和复习知识，并对还未讲授的知识提早预习，而语文阅读

课程更应当做到这样，在语文阅读课上老师准备讲授新的阅读文章

时，可以让学生们在上课之前标注出不认识的生字并自主尝试通读

一遍，在通篇浏览之后画出优美的词句并与周围同学一起分享，然

后再由语文教师带领学生共同将文章中的优美词汇摘抄出来，学生

通过教师引导的二次阅读，对自己找到的词句查缺补漏，弥补自身

不足。老师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分析文章的写作手法、

叙述方式等等知识，给予学生充分的自我展示机会，而不是简单灌

输，这样的教学方法更能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在课后也能够独立自

主完成语文文章阅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学科的阅读教学不仅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提升，也对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习起到作用，更是提高学生们的语

文核心素养，作为小学教师应当加强对语文阅读的教学，不断紧跟

时代发展，完善自身教学方法，为学生创造 有利的学习条件，逐

步将阅读知识技巧完完整整地传授给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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