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271

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付万兴  石杰  吕春会  宋爽（通讯作者） 

（牡丹江医学院） 

摘要：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担负着履行医学教育责任和义务的重

要使命，其人才培养质量也关乎医药卫生行业事业的命脉与发展，当前“双师型”人才队伍依然存在教师数量配备不足、人才结构

不合理等问题。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应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进“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力度和方式、

改革“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等路径不断提升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水平，以满足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所需

要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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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dical educ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qualified" talent team in applied 

medi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not only bea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fulfill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medical education，but also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s related to the lifebloo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At present，the "double-qualified" talent team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number of 

teachers and unreasonable talent struc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applied medicin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double qualified" talents by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improving the introduc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and reforming the training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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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人才是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特

色和重点。2019 年 1 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

案》等，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人才队伍。应用型医学本科

院校教育办学规模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建设既熟悉教育教学规律，

又能够将医学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与学生的职业发展无缝对接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尤显重要。 

1 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背景 

“双师型”教师一词最早是国内教育学家王义澄提出的，学术

界一般认为，教师通过考试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证书和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等“双证书”，即可称作为“双师型”教师；还有学者认为，教

师除了自身大学教师职称外还需要有另一个与专业相关的职称证

书，例如在医院从事临床诊疗医师在工作单位评审为主治医师（医

疗类中级职称），同时持有教师资格证，而后从事大学外科学医学专

业的教学，并在高校晋升讲师（大学教师类中级职称），这类教师就

可以称作为“双职称”教师，即可称作为“双师型”教师；也有学

者认为，教师具备合格的理论教学能力和优良的实践教学能力的“双

重能力”也可以认定为“双师型”教师。[1] 

然而，无论哪种解释和定义，我们都可以看到“双师型”教师

是目前高等教育学校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一大特色。“双师型”教师一

方面如同普通教师一般，具有良好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专业理论知识，

具有较为优秀的教学技能和教育素质，另一方面，他们也同行业专

业技术人才一样，具有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较高的科研素养和改

革创新能力。而作为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 “双师型”人才应更加倾

向于“双证书”、“双职称”及“双重能力”叠加的定义解释，即“双

师型”教师是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要兼具高校教师资格证和与任

教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还应在从教和执医双领域双位晋升，

同时要兼备教育教学的基本能力和实践教学的专业能力。 

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人们对当前医疗卫生技术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对医疗技术服务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尤其是

新医改政策落地以来，对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结构，提升医学人才培

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国务院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到 2022 年一大批普通本科

高等学校要向应用型转变。2019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中高职院校在

2019 年要缩减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的规模。这就说明未来应用型医

学本科院校将作为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2022

年国务院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

了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这说明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是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要高质量发展新

时代医学教育，必须把建设高水平、高素质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

师型”人才队伍作为基础性工作紧抓不放，久久为功。 

2 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

题 

2.1 “双师型”教师数量配备不足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双师型”教师要占专业

授课教师人数总数的 50%以上。而实际情况是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

“双师型”教师在专业授课教师人数中的所占比低于 50%。在应用

型医学类本科院校历年聘请的专任教师主要来源于刚到医院入科的

应届毕业生，学历大多为研究生以上，大多数没有经历过正式的执

医经历，而对其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周期相对又比较长，因此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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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双师型”教师数量的缺口较大。聘请具备高校教师资格的

医师担任兼职专业课教师，这是目前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的主要手

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弥补“双师型”教师人数和力量的不

足，但是这些兼职教师本身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医疗、学习和科研等

任务，他们备课和上课只能利用不太多的业余时间，很难保证教学

的系统性、连续性和质量。“双师型”教师数量配备不足的情况在当

前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二级学院显得更加突出。 

2.2 “双师型”教师人才结构不合理 

当前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对“双师型”教师人才结构还存在不

合理的地方。[2]从年龄结构来看，“双师型”教师人才队伍青黄不接，

3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比较多，急缺能承担教学和科研重任的头雁

骨干类老教师；从学缘结构来看，来源渠道较为单一，大多数为应

届毕业生直接任教，理论课教学能力和水平还处于较低的阶段，缺

少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从学历结构来看，教师学历层次整体存在

偏低的情况；从职称结构来看，普遍存在初、中级职称教师较多，

高级职称教师凤毛麟角的情况；从配备数量上来看，“双师型”教师

距离国家要求配备的基本比例还存在不足的情况，严重制约着应用

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发展。 

2.3 “双师型”教师人才队伍建设缺乏健全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当前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和晋升评定的条

件和办法并未向“双师型”教师有所倾斜；“双师型”教师仍然是单

一的按照教师系列或医疗技术专业职称来享受福利待遇，“双师型”

教师和非“双师型”教师在薪酬标准方面也没有本质区别，是否是

“双师型”教师对教师的待遇、职务晋升没有太大影响。评价机制

的不健全和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双师型”教师对自身的目标定

位、职业生涯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在此种情况下，只能依靠教师自

身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完成教学实践任务，无法

真正调动其参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双

师型”教师人才队伍建设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2.4 “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实效性不强。医学教育专业领域的

宽广性、专业技术的发展性和教学理念的先进性，决定了应用型医

学本科院校教师接受培训的内容相对复杂多样，而参加实践锻炼和

相关培训是“双师型”教师培训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当前一些应用

型医学本科院校还没有建立“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对于“双师

型”教师培训的系统性和有效性缺乏科学合理设计，对于一些新入

职的教师，只规定了教师资格职业考试课程的理论学习内容，对于

专业技术实践类培训没有制订科学有效的认定标准。[3]事实上，“双

师型”教师有实验或理论课授课任务，又兼具繁重的医院临床工作

任务，使得“双师型”教师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难以抽出

更多的时间参加培训，造成以培训提高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

型”教师的实效性并不强的情况。 

3 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3.1 建立科学合理的“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主要是对“双师型”教师专业素养、

能力和工作绩效的检测与反馈。应建立科学合理的且符合应用型医

学本科院校教育规律的“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制度，通过健全考

核评价内容、合理设定考核评价方法、规范考核评价程序等手段充

分调动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的积极性，激发其潜能

和创造力，促进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自我发展，从

而提高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养、能力的整体

水平。 

3.2 改进“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力度和方式 

“双师型”教师的引进是扩充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的重要渠道。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要健全和改善“双师型”

教师的引进力度和方法，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逐步扩大的

目标实现，促进“双师型”教师专业素养、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应

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应根据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医药卫生行业企业

的动态需求变化、专业和学科建设需要，制定合理的“双师型”教

师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有梯队的中长期用人计划，有目标、按计划、

分类别地加大外部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是加大专业（学科）带头人、

重点医学专业（学科）和关键岗位的“双师型”素质人才以及高层

次“双师型”素质人才的引进力度。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要转变招

聘思维，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引进思路，开创不拘

一格的人才引进方式，采用多种引进方式相结合，将“引智”与“引

人”并重，在人才招聘方案中，有意识有目的向具有医药卫生类行

业企业多年工作经历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倾斜，对于高技能或高层次

的“双师型”人才，可采用直接考核录用或者“校企共引共享”等

方式和渠道进行引进，以吸纳更多医药卫生类行业企业高端人才进

入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之中。 

3.3 改革“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工作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培训是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

教师专业素养、能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渠道，因而，应用型医学本科

院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成效将直接影响其“双师型”

教师的专业素养、能力状况。对此，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应充分认

识“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树立适应大健康产业要

求、医疗改革形势需要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培养培训观念，加大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经费投入；针对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

师型”教师参差不齐的专业学科水平，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

型”教师职前教育的先天不足以及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双师型”

教师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能力水平不高等问题完善入职后教育培

养内容；采用分层次、多渠道等形式开展灵活的“双师型”教师培

训，全面规划和革新“双师型”教师专业素养、能力培养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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