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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SP 视角下英语教师向“双师型” 

教师转型的有效途径 
何丽华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省湛江市  524002） 

摘要：ESP即专门用途英语，推入到院校教学建设之中，既是社会所需，也是学生所需。助推 ESP在院校中运行，就需要优先解

决英语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的问题，但介于目前来讲，院校英语教师对于 ESP缺乏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对于个人的职业定位

较为模糊，再加上院校所提供的企业实践机会相对较少，致使基于 ESP视角下教学模式缺乏一定创新性。基于 ESP视角下英语教师

向“双师型”教师转型，需要教师自身、院校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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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way to transform English teachers into "dual-teacher" teachers based on ESP perspective 

He Lihu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Zhanji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Zhanjiang，524002，Guangdong，China） 

Abstract：ESP，or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institutions as both a social need and 

a student need. To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ESP in institutions，it is necessary to priorit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teachers into "dual-teacher"teachers. However，at present，English teachers do no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ESP and have a vague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teachers into 

"dual-teacher"teachers based on ESP perspective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eachers themselves and institutions，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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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SP 起源于 20 世纪末期，是依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及特定需求

而开设的英语课程，ESP 是伴随着我国教育行业蓬勃发展，而逐渐

盛行起来的。部分院校已经逐渐开设相关课程，但由于部分任课教

师缺乏一定的专业背景及行业经验，不能够真正满足教学需求。需

要积极向“双师型”教师转变，而“双师型”教师所强调的是，同

时兼顾职业技能及专业知识素养，英语教师作为院校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者，需要拓宽自身的知识构架，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积极引

入 ESP 教学，使自身成为适用于 ESP 的“双师型”教师。 

一、ESP 及“双师型”教师含义 
（一）ESP 含义 

ESP 是一种应用于课程教学的理念，注重强调学生的英语应用

水平，为英语环境建设提供更加行之有效的保障。而基于 ESP 视角，

能够英语与其他学科相关联，其中包含经济学、计算机信息技术。

ESP 是以提升英语专业应用需求为背景，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终使之实现“双师型”转型。 

（二）“双师型”教师含义 

“双师型”教师所强调的是教师个人的能力，当前我国对于“双

师型”教师，还没有完整的界定，仍存在着众多说法。对“双师型”

教师的准入标准，也没有清晰的界定，拥有着行政、院校、学者之

分，而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含义及准入标准，都是反映教师的知识

构架。“双师型”教师是依据课程与教学实施、专业建设与实践平台、

科技研发与应用服务等诸多功能有序组合，基于知识共享的专业教

师个体。 

二、当前基于 ESP 视角下英语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过程

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资源来源较为单一 

依照我国教育指示，“双师型”教师需要受一定的标准进行培养，

但由于部分院校在招聘过程中，过于看重教师的学历，院校内部的

师资团队建设，主要是以硕士及博士这种高层次人才为主的。其相

对来讲拥有较多的理论基础，但缺少一定的实践经验，其专业实训

技能不足，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难以展开实践教学，没有办法充

分发挥实践育人作用。与此同时，虽然行业内的相关技术人员拥有

诸多的实践经验，但由于其学历不够丰富，难以到院校进行任教。 

我国教改方案要求，院校在经历较为短暂的过渡时期之后，就

具体实行招聘的教师应该具备三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历，并且同时

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特殊岗位可以适当放宽学历条件。但在

具体实行的过程中，部分院校仍处于探索阶段，从企业引进能力强

且技术高的人才，院校的预备资金却不够充足，难以给出较高的待

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院校内“双师型”教师建设。 

（二）教师培训系统建设不充足 

伴随着各个院校的建校规模持续扩大，现有的师资力量已经不

能够满足学生的日常教学，致使现有教师的工作量相对较大，使之

疲于课堂教学，而无法投入到“双师型”能力提升上面。再加上近

几年所聘请的年轻教师相对较多，且这些年轻教师较多都是在毕业

之后，直接进入到院校工作的，在教学上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与此同时，部分院校当前并没有建设相关的研究基地，院校与

企业之间对于各方利益的诉求大有不同，企业对于参与到“双师型”

教师的培养上，缺乏一定的积极性，并且没有足够多的岗位来接纳

这些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双师型”教师的能力提升。 

即使院校合理运用一定时期，集中将这些教师派发到企业之中

进行实践，但由于在企业的实践时间不够充足，再加上企业安排的

工作内容相对于单一，教师不能够真正参与到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之

上。除此之外，部分企业都有保密要求，深入到企业锻炼的教师，

难以真正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对于自身的实践技能提升没有较大

作用。 

（三）内部“双师型”规模不足 

我国院校需要充足的“双师型”教师储备，只有这样，才能够

充分发挥教学的核心作用。并且我国教改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双

师型”教师需要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虽然当前已经基本实

现，但仍需要向上进步。当前阶段，院校持续扩招，生源与教师团

队建设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双师型”教师缺口较大。 

（四）教师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缺乏 
休伯曼所提出的职业生命周期理论之中指出，教师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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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即稳定期、测验与再评估期、平淡与保守期及
闲情期。换言之，院校教师参与工作的三年以内还处于适应阶段，
4-5 年就到了能力提升的阶段，逐渐进入教师工作的稳定期。但是
基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部分教师由于多种原因，并不能完全符
合职业生命周期，甚至部分教师在适应期没有结束，就已经辞职再
就业。除此之外，教师的工作重点在于完成课堂教学，对于企业实
践的参与热情及参与度不高，难以与企业达成合作，并且教师与教
师之间的联系并不强，普通教师对于专业教师的职业认知不够充足，
制约教师团队真实实力的发挥。 

（五）“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不完善 
当前，各个院教与我国教育政府，对于“双师型”教师的认定

标准还没有统一，各个院校及各个地区的相关标准大有不同。有些
院校认为“双师型”教师的考核标准，其中涵盖教师能力、教研能
力、专业实践能力，但有些院校则认为“双师型”教师，需要依照
专业的标准来进行考核，另外也有部分院校对于“双师型”教师的
考核标准，旨在岗位，对于“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提出四个
能力，即专业理论、职业实践、职业理论、教学实践能力。这种认
定标准的不统一，使得院校与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侧重点不同，目
标不一致，使得深入到企业进行实践培养的教师，没有办法满足现
实教学需求，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带来诸多难题。 

三、基于 ESP 视角下英语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的有效途

径 
（一）加强理论建设，提高综合素养 
首先，强化教师知识积累。基于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准则中，对

“双师型”教师提出的具体要求，再结 ESP 理论，英语学科“双师
型”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包含熟悉教学理念、了解学生特点，在
兼顾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能够进行深入探索、开发新型教学课堂，
并能够投入教材内容质量之上。可以说，英语学科“双师型”教师，
既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又需要高度的职业素养及用能力。因此，
英语教师要向“双师型”教师转型，需要把强化自身专业化水平作
为根本目标，只有拥有夯实的知识积累，才能够在相关领域之上深
入进行探索。除此之外，还要注重理论教学实践，劳抓学生的心理
需求，遵循课堂教学规律，可以定期研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更新自
身的知识构架，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 

其次，积极参与相关的职业技能测试。教师除了需要具备上述
的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相关的学术科研能力，具有职称证书及相
关行业资格证书。因此，英语教师应该积极考取相关资格证书，这
样既能够帮助学生考取有关资格证书，又能够对于自身专业进行系
统化学习，为将来进入到企业实践做好充足的准备。 

（二）变革教育观念；完善教学方法 
第一，变革教学模式，构建创新性教学方法。英语教师想向“双

师型”教师转型，就需要摒弃传统教育、教学理念，积极建设以学
生为中心的新型 ESP 教学模式。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并且加强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积极创新教学模式。为此，教师可以有针对性的对
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及个性进行调查、了解，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模
式。例如：可以采取对比教学法，帮助学生对于一些词汇、语法、
句式进行理解，还可以利用情景教学法，给予学生更多的训练机会，
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应用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项目教学法，
在课堂之中设立一个具有主题的项目，再让学生参与到其中，以项
目作为引导，建设立体化教学。 

第二，积极利用新生信息技术。基于 ESP 视角下的英语课堂教
学，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融合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建立以任
务驱动的自主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平台。同时，
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让学生了解相关学科专业 新的发展动向。在
平台建设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学生的需求及教学目标来构建，
需要对海量的教学资源进行筛选，将合理化的教学资源运用到其中。
换言之，英语教师想要向“双师型”教师转型，就需要同时兼顾专
业素养及信息技术的应用素养，只有这样才能为英语学科向上发展，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三）强化相互沟通，进行校企合作 

其一，强化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学习。英语教师需要
主动、自发地转化自身角色，由教师转化成学生身份，关注自身成
长，依据自身专业需求及特长进行自我规划。选定院校内开设的一
些课程，增强自身与专业教师之间的交流，不断充实自身的知识构
建体系。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参与线上培训，
进行多渠道的学习，以充实自身基础知识素养，了解各学科之间的
联系，持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英语教师还可以利用英语语
料库及电子图书馆，所附有的专业语言资料，熟悉专业语言形象、
专业词汇含义。及专业知识文章等，可以定期到其他教师的课堂之
中进行旁听，还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参与实训。这样能够真实地把握
英语的需求，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其二，积极进行行之有效的企业实践。英语教师可以在寒暑假
期间自己进行企业实践，以解决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矛盾。选择与自
身专业相关，并且能够对课程教学有所帮助的实践岗位，依据自己
制定的训练计划，加强企业实践的实效性。除此之外，教师在企业
实践的期间，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企业人员进行多方沟通、
交流，熟悉相应的岗位职责及操作规范，并且要明确自身职责，梳
理对课程教学有用的信息。对于企业实践期间所获得的专业知识、
企业操作流程进行归纳、总结，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基础，将理论
与实践真正地融合在一起。 

（四）完备外部基础条件保障 
建设跨行业的网络资源脉络。院校可以积极搭建校内、校外、

企业三方合作的交流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使得英语教师能够与
其他企业、其他学科教师，进行交流、沟通、联合教学，进行人才
培养计划的制定。除此之外，这样的线上平台，也可以将院校之内
的师资力量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跨学科的学术创新及交
流，增强英语教师的教学服务能力。 

完备教师培训体系建设。院校需要对英语教师向“双师型”教
师转化，给予足够的支持及重视。其一，院校自身需要明确英语的
发展方向，依据教师的自身背景、特长及工作阅历，给予教师个性
化的上升空间。其二，院校可以依据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采取分
层培训的方式，对英语教师培训工作采取科学化的规划。 

四、结语 
简而言之，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建设是《纲要》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是教师提升相关业务能力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自身
教学质量的必然抉择。院校英语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是适应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符合教育发展目标，较为长期的工程建设
任务。需要院校、企业、教师三方共同参与，建立系统化的培训机
制，实现院校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人才培养目标。并且院校英语教师
在向“双师型”教师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参与企业实践，累计
教学经验及技能，提升教学能力，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及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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