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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周  萍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摘要：校企合作顾名思义就是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的一种特殊合作模式，

是学校为实现进一步优化，为实现教育质量提升，为实现人才科学化培

养所采取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同时该种模式也能够实现为企业提供人才，

实现企业与学校之间的信息，以及资源的共享，是一种相对共赢的合作

方式。校企合作过程中，能够实现实用型人才，社会需求型人才的培养，

能够实现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提升，学校的整体教学结构优化。本文主

要研究的内容为校企合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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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过程中，实现人才高效化，实用化培养的
核心方式就是优化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这样才能够保证教
学的方向合理性，才能够保证有效的利用校企合作这一有利模
式，来推动学生参与实际的工作环境，接触更为完整的社会状态，
能够建立更为完善，更为科学的教学方案，以及教学方法，保证
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效提升，保证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相一
致，保证学生能够快速的适应社会，快速的融入社会，能够在自
己未来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校企合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师资队伍
建设现状较为不理想，缺乏标准，缺乏灵活度，以及缺乏方向，
缺乏针对性，缺乏稳定性，导致建设的进度缓慢，无法快速的适
应校企合作这一环境，无法培养有价值的人才，无法实现企业与
学校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导致合作无法长时间维系，影响校
企合作模式的进一步推广，不利于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改进意见，实现高职院校师资
队伍完善化建设。 

1.校企合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教师的整体素质相对不高 
校企合作过程中，对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要求包括对于企

业相关岗位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包括该岗位的社会现状，该岗位
需要掌握的技术，以及知识层面，该岗位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
该岗位的职业规划基本路线等，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实际经
验，自我的认知和分析，才能够保证培养的人才与企业实际的需
求相统一，才能够保证培养的人才是符合企业标准的。但是实际
情况就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较为不高，教师的整体能力
有待提升，阻碍建设的进展，具体表现为，高职院校的师资主要
来源就是应届毕业生，一无教学经验，二无工作经验，无法适应
校企合作的模式，而企业优秀人才，实干人才由于条件差距，不
愿意进入高职院校成为教师，这直接导致双师高素质教师极为缺
乏，师资队伍建设举步维艰。 

1.2.用人机制固定 
高职院校针对教师的选拔，采取的主要用人机制就是以学历

为主，以制成为主，同时严格按照用编计划，以及人员入编等审
批手续，较为复杂，章程较为固定，对于教师的招收方向较为固
定，忽视专业性的需求，以及忽视该方面人才的引进，导致招收
的人员无法在对应的教师岗位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校企合作
的进一步推荐，学校逐渐改变这一固定想法，对于企业人才愈发
重视，但是由于某些硬性要求，例如年龄，职称以及学历，导致
无法入编，无法成为学校的教师，实现实施任教工作，而另一个
客观因素就是学校所能够提供的待遇，与企业所能够提供的待遇
相去甚远，并且，教师的社会地位高度较为有限，无法吸引人才。 

2.校企合作过程中优化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对策 
2.1.明确教师准入制度 
国家制定并且颁布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能够保

证高职院校有据可依，同时也能够实现强制高职院校优化自身的
师资结构，推动师资建设的优化，根据准入制度，学校需要严格
核查选择合适的教师，首先与这一岗位的专业性相统一，在此基
础上，教师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能够了解这一工作的工作重点，
需要掌握的技能以及知识，同时对这一工作有深入的了解，在确
定教师符合以上要求之后，在进展招聘，保证教师的综合能力达

标，能够保证师资队伍建设更为顺利。同时学校需要合理的利用
校企合作这一关系，通过资源与信息共享，来邀请企业人才参与
教学过程中，来带领高职院校教师提升自我，实现教师整体结构
的不断优化。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企业与学校之间的信息进一步
互通，能够实际的保证合作的完善性。 

2.2.创新用人机制 
高职院校人事部门需要不断的改变自我的陈旧想法，扩大招

人范围，建立相对公开的招聘制度，有固定的招聘流程，先确定
招聘的要求，以实际的教师空缺为主，以及这一教师所需要掌握
的技能为考核点，进行人员的招聘，同时需要每隔 3 年对学校的
师生变化进行确定，进行教师的合理调配。并且与企业之间建立
联系，对于出现极为紧缺的情况，安排高技术人才进行任教，这
既能够保证教学顺利进行，也能够带动教师，提升教师的综合能
力。 

结束语： 
校企合作环境下，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价值在于能够保

证人才培养的方向准确性，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的高效性，以及人
才培养的实用性，能够实现人才向企业向社会输送的效果，高职
院校教师综合能力提升，企业人才逐步增长，形成一个共赢的局
面，具有进一步合作，进一步深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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