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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精神视域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研究 
欧阳瑞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418000） 

摘要：本文从“隆平精神”引领校企双元协同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入手，从“双师型”教师团队的教师自身发展

困境；师德师风建设；“双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引进建设；“双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师资水平提升培养建设；“双师型”教师团队校企

合作机制、产学研平台建设等五个方面，探析“隆平精神”对高职教育师资培养的理论指导意义和重要作用，丰富与发展了高校教

师队伍建设理论，有利于提升高职院校职业课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技能，打造优秀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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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把加快标准化进程作

为打造职业教育体系软环境升级版的关键举措，方案明确提出多措

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优化结构布局，实施职业院校教师

素质提高计划，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团队；建立健全职业

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

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然而，当今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

多种问题，如“外部支持忽视教师自身需要，教师自身内部发展动

力不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原动力不足，“双师型”师资力

量匮乏，“双师型”教师素质能力有待提升，“双师型”教师团队建

设质量不高，“双师型”团队建设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等，

严重制约了教师团队的高质量发展。 

“隆平精神”是袁隆平及其研究团队在长期的职业技术教育与

杂交水稻研究中形成的以“奉献，创新，务实，团队，超越”为主

要元素的科学精神体系。其精髓是“赤子精神和种子精神”。其中

赤子精神包括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和分忧精神；种子精神包括奉献

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协作精神和超越精神。“隆平精神”

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及产学研体系中孕育，成长和发展，具有与时

俱进的时代价值，对于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具有顶层

设计的理论价值和培育发展的实践意义。 

以袁隆平院士的自身专业发展特性，指导解决高职院校“双师

型”教师团队中教师自身发展困境 

袁隆平院士作为高职教育中最优秀的教师典范，其自身的专业

发展特点就具有“发展需求和发展愿望的内在性，发展内容的个体

性，发展个体的自觉主动性”等特点，对从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团队建设研究，实现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

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

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专业成长过

程。 

教师是一个多重角色的综合体。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还是

学生良好个性的塑造者；教师不仅是学生行为的示范者，还是学生

潜能的开发者；教师不仅是学生集体的管理者，还是学生的良师益

友，教师不仅是施教者，还是教之规律的研究者。教师不仅是关心

学生身体发育、知识技能掌握、道德品行的“父母代言人”，还是

关心学生心理健康、全面发展的“心理保健医生”。教师应具备完

善的知识结构，包括：本体性知识，即教师所具有的特定的学科知

识；条件性知识，即教师所具有的关于教与学规律的知识；实践性

知识，即教师所具有的课堂情景知识及与之相关的知识；一般文化

知识，即教师所具有的知识广度及兴趣专长。教师应具有现代的、

开放的教育观念。 

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是再批判反思传统教师专业发

展的机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教师专业自主发展为核心，以双师资

格为目标取向，以实践性知识建构为基础，以职校、大学、企业三

元协同合作为培养模式，以多样发展为途径，以自我评价为主体的”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观。 

高职院校教师应弘扬其“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勤于反思，精

于研究，乐与分享”的精神，树立正确而崇高的专业理想，提升教

育工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通过自身努力，创造重视和适合教师专

业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完善自身，构建促进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

保障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解决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团队中教师自身发展困境问题。 

以袁隆平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分忧精神指导“双师型”教师

团队师德师风建设 

师德建设决定教师队伍建设的成败，也决定教育事业发展和改

革的成败。师德师风直接影响教育行风，关系教育形象，关系受教

育者健康成长。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

示范。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

也是道德的实践者和示范者。教师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具备

更高的素质，而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的灵魂。师德决

定了教师对学生的热爱和对事业的忠诚，决定了教师执着的追求和

人格的高尚；另一方面，师德直接影响着学生们的成长，教师的理

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格魅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品

质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师德应是教师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

养；师风应是教师这个行业的风尚风气。 

以袁隆平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分忧精神指导“双师型”教师

团队师德师风建设。袁隆平的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分忧精神还融

合于教育当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以来，袁隆平始终站在杂交水稻

研究的最前沿，引领着杂交水稻的新走向，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推崇

的楷模，堪称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推动袁隆平在科技前沿不

断奋斗不断进步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袁隆平有自己的回答：“成

绩和荣誉归功于祖国，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杂交水稻产于中国，

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如果

得不到解决，将会直接导致政治问题，并且引发全世界的骚乱。 

新时代教师应传承分忧精神，锤炼师德修养，传递“润德无声”

的教育境界，以党风建设推动形成良好校风、教风、学风，培育共

同的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弘扬袁隆平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分

忧精神，当先锋，挑重担，做表率，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争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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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袁隆平园丁精神、务实精神指导“双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引

进建设 

如今高职院校在大力实施人才资源强校战略，高校在筑巢引

凤，以策引才，应遵循“旨在提高、有序引进、立足培养、最优使

用”的人才引进原则，基于此，还应大力弘扬袁隆平园丁精神和务

实精神，从顶层设计上合理调整“双师型”教师团队教师人才引进

队伍数量，改善人才引进队伍结构，提升人才引进队伍素质。 

袁隆平园丁精神的无私的奉献和务实精神的求真务实对于“双

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引进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种得桃李满天下，

心唯大我育青禾”不仅体现袁隆平院士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也

体现了他在从教过程中对学生的用心呵护和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坚

守。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是袁隆平自己的个人梦想，

但他更希望寄予如今中国的优秀教师们一种“忠于热爱，奋斗青春，

效力祖国，担当前行”的教育情怀。 

通过弘扬“隆平精神”加强“双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引进建设，

构建实施的外部环境保障和内部发展机制，为“双师型”教师团队

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保障和支撑。加强分层管理与系统合作的管理机

制、利益均衡的合作保障机制、职业教育和企业需求契合互通的发

展机制、行业组织、学校、企业、政府多方位联动的运行机制，不

断强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引进建设。 

以袁隆平超越精神、奉献精神指导“双师型”教师团队人才师

资水平提升培养 

在高职院校发展中，教师团队的人才师资水平提升培养至关重

要，全面构建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发展的“靶向”目标。没有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就培养不出真正的高尖端人才。教师团队的师

资水平培养有利于使“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真正扎根于我国职业

教育的特色化办学理念和个性化创新发展中，构建较具特色的“双

师型”教师团队，推动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高校人才和教

师队伍服务社会的能力水平，达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用

工需要之间的和谐统一。 

袁隆平奉献精神在于他没有将最新实验材料封闭起来，而是让

更多的科研人员一起协作攻关。在海南基地袁隆平毫无保留地向全

国各地的科技人员报告了“野败”的发现，并且无私地将“野败”

提供给大家。他将全国的科研人员迅速带入了杂交水稻的最前沿，

培养了一大批杂交水稻专家。罗孝和曾回忆：“袁先生在科研事业

中，没有门户之见，我便是他五湖四海的受益者。”袁隆平曾在湖

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 5 校担任导师，所培养的

学生大多数被他推荐到国外留学。而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后则是一

名印度学者。有人问，你培养的人才都飞走了，心血不是白费了么？

袁隆平这么回答：“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都窝在

我手下，怎么能超过我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正是因为

袁隆平有这样宽广的胸怀，才使得我国杂交水稻事业迅猛发展，人

才层出不穷。 

以袁隆平协作精神、创新精神指导“双师型”教师团队校企合

作机制、共建校企合作、产学研共建平台建设 

袁隆平协作精神使杂交水稻在农学水平并不算高的中国出现，

在经费不充足、科研条件不完备的袁隆平团队出现。李必湖和尹华

奇是袁隆平最早的搭档，作为袁隆平的学生，袁隆平将自己的资料

和观点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共享。1970 年袁隆平赴北京查找资料，留

守海南岛的李必湖和尹华奇则令人惊喜地找到了培养“三系”的关

键——“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在“野败”找到以后，另一

个重要人物加入了袁隆平团队，这就是为“两系法”立下汗马功劳

的罗孝和。罗孝和协助袁隆平解决了杂交水稻中诸如优势原理、不

育系选育、优势组合选配等疑难问题，罗孝和曾感慨：“没有袁隆

平老师的指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通过“隆平精神”引领校企双元协同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

团队，能够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促进高职院校教师的知识更新与专

业技能提升，用以指导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与人才

培养素质；同时又使企业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进行生产建设与科学研

究，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高职学生

校内学习与企业实践的有机结合，助推“教科推一体化，产学研相

结合”的教育模式，形成“隆平精神”与“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

理念相融合的教学基地，实践基地，示范与推广基地，学习交流与

研究基地，活动基地，窗口展示基地。加深从学校，企业，社会，

学生多层次传承，弘扬和践行“隆平精神”，有利于推动高职院校

“依托产业设专业，办好专业兴产业，兴旺产业促就业”的教科推

一体化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多平台，多阶段，多方位，多层次，

多领域的产学研推融“五位一体”总体育人”的资政育人模式。拓

宽教师培养模式研究的视域，使“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真正扎根

于我国职业教育的特色化办学理念和个性化创新发展中，构建较具

特色的“双师型”教师团队，推动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高

校人才和教师队伍服务社会的能力水平，达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与企业用工需要之间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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