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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为我国各行各业累计培养输送数
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虽然职业教育院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但仍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这

一社会发展重任必须由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院校肩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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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education,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ontinued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train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highly qualified technical skilled personnel for all walks of lif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ly qualified technical 
skilled talents.  Although the number and streng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s are increasing, they still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important task of social development must be shouldered by vocational colleges that train 
high 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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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理念的普及，为了

满足本校自身的发展，职业院校兼职教师数量也在不断

增多。兼职教师适应了高职院校办学发展，通过校际之

间、校企之间良好的学术交流提高了高职院校的办学层

次，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兼职教师旨在打破

传统人事上的限制，高校面向社会、企事业单位、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等吸纳一批优秀人才，通过灵活的用工

方式聘为兼职教师，作为对本校师资力量的补充，极大

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兼职教师队伍发展

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职业院校引入兼职教师的重要性

1. 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需要

职业院校主要以培养符合工作岗位需要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其培养人才的重点是技能型人

才，以高学历理论型专任教师为主的教师队伍已经不能

完全满足人才培养需求。而作为企事业单位优秀技术人

才、能工巧匠的兼职教师，拥有熟悉行业发展动态、工

作岗位需求、业务流程、生产环节和操作工艺，且教学

经验丰富、实践动手能力较强、技能操作娴熟等优势。

若职业院校积极吸引和鼓励兼职教师加入其教师队伍，

可与专任教师形成互补，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兼职教师

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生产实际进

行教学，把实际工作所需要的本领融入课堂，主抓学生

的操作技能，可以帮助职业院校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培养产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2. 是增加学生就业机会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但企业信息化、智能化的

飞速发展也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再加上职

业院校学生继续升学深造提高学历受限，让就业压力本

就较高和就业期望本就较低的职业院校学生更无优势。

职业院校学生在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除总体就业严峻、

就业机制不完善、社会认可度低等社会因素，以及专业

设置缺少市场导向、师资队伍有待提高、校企合作不深

入、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学校因素外，还包括综合素

质整体偏低、就业准备不充分、就业认知不清晰、缺乏

主动性、缺少吃苦耐劳精神等学生自身因素。职业院校

学生要想改善这一问题，扭转就业局势，就必须全面发

展和完善自己，尤其是实际工作的技能，让自己掌握一

技之长，能够在就业中脱颖而出，增加自己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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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企业选聘的兼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生产实际

进行教学，主抓学生的操作技能，强化学生动手能力，

可以帮助学生提前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工作岗位需求，

且能提前掌握相应岗位操作技能，让职业院校学生增加

就业筹码，为其成功就业增加了一份胜算。

3.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

提出，可以聘用专业技师、能工巧匠等作为兼任教师。

1996 年的《职业教育法》、2002 年的《国务院关于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也提到，应大力

吸收和激励企事业工作人员承担兼职教师职务；教育部

也第一次于当年对兼职教师下了定义。2014 年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5年的《高

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中又

对兼职教师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要求和详细规定。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就

“ 引企入教 ” 提出了具体举措。2019 年，国务院又在《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建立职业院校自主聘

任兼职教师的办法。国家关于职业院校兼职教师政策文

件的陆续出台，可见其对职业院校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

非常重视。因为现阶段，职业院校以专任教师为主的教

师队伍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要求。随

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各类产品

的需求不断加大，相关企业不断增加产量扩大企业规模，

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职业院校必须承担

这一使命。国家只有大力通过政策鼓励，积极推动兼职

教师队伍建设，从而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更多符合岗位需要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进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二、职业院校兼职教师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 教师兼职意愿不强，师范素养相对不足。

一方面，高职院校对兼职教师的聘任条件与程序、

工作职责、聘期管理与待遇等都有明确规定。企业的技

术骨干与管理骨干作为企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往往具有

收入高、工作内容多、工作压力大等特点。这决定了该

群体对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当

前高职院校的兼职教师往往来自长期合作的企业派遣、

公开招聘和校内全职教师推荐。通过以上途径遴选出来

的兼职教师由于未经过严格的师范训练，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师范素养缺乏、师范技能较差的问题。

2. 教学经验欠缺。

职业院校兼职教师需要对默会知识和表达知识之间

的转化有较高的熟悉程度。然而，兼职教师遴选的门槛

较低，大多数兼职教师缺乏教学经验，也没有经过系统

的教学培训。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领域设置相关专业，部分发展水平较高的高职

院校开始重点打造互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等相关专业的高水平专业群，扩大数字技能人才供给，

兼职教师的缺口逐渐加大。兼职教师群体虽然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但由于教学经验不足，导致其

对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设计的理解存在一定误区，

进而影响整个教学工作的效果。

3. 兼职教师激励机制不健全，灵活性不强

一方面，尽管我国兼职教师一直处于 “ 卖方市场 ”，
但兼职教师薪资待遇缺乏相应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兼职

教师的工作内容与企业工作内容差异大、兼职教师的薪

酬标准与企业薪酬标准不对等、薪酬与承担的教学任务

付出程度关联度低等。此外，兼职教师的发展上限较低

也缩短了兼职教师的职业生命周期。另一方面，兼职教

师的身份认同度较低，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

化的认同，身份认同表现在很多方面 , 主要包括国家认

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且集中表现为文化认同。兼

职教师的身份认同受到国家职教改革、社会环境、企业

制度、学校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兼职教师既有

企业雇员身份，又有兼职教师的身份，两者是主角和配

角的关系。而 “ 教师 ” 身份认同的弱化，则会导致兼职

教师难以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教学工作上。

4. 兼职教师未得到应有的尊重

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兼职教师通过聘用合同参与到职业院校教学活动

中，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

是兼职教师更高层次的归属需求、尊重需求未得到满足。

由于内外原因的共同作用，兼职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

中与学校专职教师的沟通较少，教研室活动也基本上很

少参与，反观学校层面，除了教学任务上的接触，在一

些福利绩效、人文关怀上也较少考虑兼职教师群体。因

此，校方与兼职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联系、情感交

流，兼职教师的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未得到满足，兼职

教师长期缺乏人文关怀等情感激励。

三、提升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管理的有效措施

1. 优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成立大师工作室

在人才培养方面，职业院校培养的是能够适应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熟练掌握本专业最新的操作技能的应用

型人才。受到知识更新延迟性规律影响，职业院校的教

学活动需让企业参与进来，继续落实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肯定兼职教师的重要性，形成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入教

师队伍来的良好风气。对于优质人才，可以通过组建大

师工作室的方式提高兼职教师的地位，满足兼职教师希

望被尊重的需要，尤其对于引进的各行各业 “ 大家 ” 而

言，单纯的物质回报不能满足其需求，通过成立大师工

作室可以引发内在激励，与外部激励一起更好地稳定职

业院校兼职教师队伍。

2. 加大地方政府投入力度

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响应国家层面的大

力号召和政策指引，加大精力和投入力度，对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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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职条件、岗前培训、薪酬待遇、评奖评优等制定相

应的规范、细则和要求，让高职院校在聘用兼职教师时

有据可循，才能深化产教融合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为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此外，地方政府还应适当增加

资金投入力度，扩大引导宣传力度、增加统筹规划力度、

增强管理监督力度等，并协调、服务好各方，以鼓励和

调动高职院校、企业、企业优秀人才参与到兼职教师队

伍建设当中去。

3. 建立完善兼职教师准入、考核及激励制度

3.1 加强兼职教师的制度化建设

“ 双师型 ” 教师理念的提出，表明具有丰富生产实

践经验的优秀企业员工将成为兼职教师的顶梁柱，所以

加强兼职教师的聘任管理，建立兼职教师管理机制和制

度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依据麦格雷戈的 X 理论，对于兼

职教师的准入必须设定分学科的准入规则，形成制度文

件。对于兼职教师的考核一定做到细化和量化，除了学

生评教、督导评教，还应该安排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多次

听课作为同行评教，保证上课质量。兼职教师的激励制

度建设，保持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统一，两者缺一不可，

物质激励跟上去，同时也要防止过度依赖物质激励。

3.2 依托学科及专业，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

兼职教师流动性较大，流入和转出具有较大的随意

性。因此，在建立较完善的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该依

托学科和专业，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并且严格审查其

基本信息和资格证明。资源库分为重点资源库和一般资

源库，对于那些聘用时间比较长、学生反映比较好的兼

职教师，经过全方位考核可以列入到重点兼职教师资源

库，而对于临时代课老师，可以列入到一般教师资源库

里面。逐步建立兼职教师储备资源库，确保学校教学的

顺利展开。

4. 提高兼职教师教学质量

高职院校应制定严格的聘任条件，应对学历学位、

技术职称、普通话水平、年龄等作出具体要求，达不到

规定聘任条件的坚决不予录用。满足聘任条件的企业人

员在上岗之前还应对其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师德师风、

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能力等方面给予相应培训。培训结

束后，考核合格者方可正式上岗，只有从源头把关，兼

职教师的教学质量才能有所保障。高职院校对在岗的兼

职教师还应加强监督管理，组成一支专家督查组经常进

入兼职教师课堂，随机听课，督促兼职教师。还要健全

考核评价机制，通过专家、同行、学生对其教学效果进

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合格者继续聘用、不合格者予以

解聘、教学质量优秀者给予适当奖励。

5.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消除中间障碍影响

5.1.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

积极引导行业和企业参与办学，推行产业规划和人

才需求发布制度，引导学校紧贴市场和就业形势，动态

调整专业目录。持续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积极推

进以章程为引领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激发办学活力和

自主性。完善兼职教师聘任制度，统一区域岗位级别和

聘用形式，确定其在校的聘用级别，既体现对兼职教师

的人文关怀，又能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全面掌握兼

职教师与企业签订协议的前提下，校方与兼职教师签订

兼职协议，明确校方、企业方、兼职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确保三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5.2. 改进绩效考核制度。

政府应当帮助高职院校和企业建立流动教师个人信

息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校企双方改进绩效考核机制，

从而增加校方与企业方的互通性。高职院校将校方对兼

职教师的考核结果以一定形式展现出来并报送给企业，

作为企业对兼职教师的考核标准，为今后兼职教师进行

岗位晋升、技能学习提供依据。校方对兼职教师的考核

也要注意其与专职教师的差异，出台适合兼职教师的考

核方式、考核标准。在薪酬制度上要做到校企互通，并

通过签订协议将薪酬、待遇标准固定下来，以保证兼职

教师获得与其工作相当的物质酬劳和精神荣誉。

四、结束语

职业院校对 “ 双师型 ” 教师的需求日增，兼职教师

已成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兼职

教师队伍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兼职教师积极性

不高、缺乏敬业精神等，但通过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使

兼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发挥较强的创新性和实践性，定

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产业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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