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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究

朱帅  王一冉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 摘  要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路径不够清晰，尚未形成成熟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培训体系。本文立足高

职教育实际，探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为形成符合职业教育规律，把握新时代新要求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提供理论参

考。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要求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20 年）中明

确提出“双师型”教师是指同时具备理论教学素质和技能实践素质

的专业课教师。新时代“双师型”师资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

标越来越明确，对“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可复制的认定培养制度体系要求。明确“双师型”教师认

定标准，基于诊断与改进，探索建立有利于教师发展、成长的认定、

保障与激励机制。建成建立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双师型”

教师认定培养制度体系。

二是多功能培训基地建设要求。通过搭建校企合作教师发展平

台，联合开发目标管理体系、能力标准体系，打通校企人才交流渠道，

共同开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培训。打造集管理服务、培训学习、

科学研究、教育咨询于一体的“双师型”教师教育培训基地。

三是职前培养和职后教育路径建设要求。创新职前职后的“双

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教育路径，合理规避教师培养过程中的误区，

探索建立符合职业教育实际的“双师型”教师成长规律，高效、务

实的培养教育路径。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路径

一是落实“新”理念，贯彻“双师型”师资终身教育思想。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高职类院校贯彻落实新时代职业教育

内涵，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路径，也是培养新时代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必然要求。“双师型”师资培养需要牢固树立终身

教育理念，实现培养政策和内容的延续性和长期性，从而推动“双

师型”师资建设实践，实现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二是明确“新”要求，健全“双师型”师资职业认定标准。建

设充满创新活力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创新发展对于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的本质要求。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

科学有效的认定标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质量始终不尽人意。在传

统的“双证书”要求的基础上，结合高职教育特点，立足理论教学

能力和技术实践能力等岗位要求，对“双师型”师资的考核与认定

标准进行分别分类分级明确。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和考核要求，并

强化培养过程的考核评估。

三是搭建“新”平台，推进“双师型”师资团队建设。将产、教、

学、研、用等多项功能融入教师发展中心，通过名师工作室、技艺

技能传承平台等师资团队建设项目，把“双师型”师资团队建设和

“双师型”师资个体成长相结合，逐步提高师资队伍的教育教学能

力和专业实践能力，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四是构建“新”体系。强化完善“双师型”师资建设诊断分析。

建立健全“双师型”师资发展诊改分析体系，通过吸收高校质

量管理与诊断改进工作体系先进经验，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可

视化技术，研究开发高职院校质量管理与诊断分析信息化平台，对

“双师型”师资的培养标准、发展和考核标准进行动态调整，实时

动态采集教师成长和发展过程的数据，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提供数据支撑。

五是健全“新”机制，逐步激活“双师型”师资发展内生动力。

健全“双师型”师资发展保障激励政策，按照《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在岗位评聘和奖励性绩效工作中，体现“双

师型”教师标准，注重考察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实践创

新能力。在岗位评聘中不唯论文、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坚持科研

与实践并重，合理设置科研成果条件，注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注

重考察工作成效和成果创新，进一步提高新技术、新发明、新标准

等实践能力评价权重，增加社会实践服务和决策咨询等成果认定。

同时将技术成果转化取得的效益作为绩效分配和职称评聘的重要指

标。

三、对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启示

根据对“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要求和路径的探究，在高等职

业教育实践中，探索建立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双主体

的职业院校教师的系统化培养培训体系。

构建职前培养工作体系，多渠道引进人才，严把师资来源关。

综合考虑高层次人才的价值需求、教师职业评价机制、人才长效发

展需要等诸多因素。一是创新高层次“双师型”人才的引进途径，

加强媒体和实地宣传，积极探索从企事业单位全职引进和柔性引进

的有机结合模式；二是将地方人才引进优惠激励政策，融入高职院

校人才引进激励体系；三是改革创新“双师型”高层次人才长效发

展的良性管理机制，包括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改革“双师型”人

才的职称评聘办法，制定科研、实验实训工作开展的保障措施、优

化工作质量、效果的考核评价体系等。

构建职后教育培训体系，以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教学技能、科

研与社会服务技能。一是建立“双岗互聘”双向流动机制，探索建

立校企人才“互认互育”，与生产企业主体形成“互认双师资格、互

兼技术岗位、互聘技术职称、互育专业人才”的人才共享培养机制，

实现院校与企业主体互利共赢。二是建立定向培养企业教育硕士机

制，吸引优秀企业人才，创建技术技能大师库。成立“校企院三方

合作技术师范订单班”，企业、高职院校与师范大学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三是以校本培训为主体，省级培训为重点，国家级培训

为引领、部门培训为补充，专项培训为基础，特色培训为辅助的六

级培训体系，全面提升教师各项能力。四是校企联合开展“挂（企

业挂职锻炼）、培（企业职工培训）、服（技术服务）”，全面提升师

资队伍实践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五是依托先进信息技术搭建多元、

立体、综合的教师成长平台，研究以虚拟教育平台为基础，切实提

高教师信息化能力和教师的信息素养。六是坚持“请进来”与“派

出去”并举，全面提升学校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研究通过与境外

教学主体合作办学，引进国际先进的“双师型”师资培养理念、成

熟适用的职业能力标准和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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