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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ll parties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ecause they directly determin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level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refore, the 
school hopes to establish a stable,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and pursu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 
tea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ep-seated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and hopes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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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背景下，各方对于学校中专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为他们直接决定了新课改教学质量水平提升，因此学校
方面都希望建立一支表现稳定且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更追求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论文中探讨了制约双师型教师
培养的深层次因素，并希望基于影响制约问题提出有效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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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职业教育院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时间较

短，经验尚且不足，而且存在误区，这也导致了中国职业教

育发展出现滞塞，导致“双师型”教师培育与管理制度落实

的困难。究其根本，还应该深层次研究制约双师型教师培养

的影响因素，不断扩展双师型教师培养途径，突破制约，提

高职业教育院校的整体教育教研水平。

2 双师型教师的基本标准

2.1 双师型教师的基本概念

在中国，双师型教师并没有官方概念定论，且还存在

大量争论，在众多论调中就存在“双职称说”“双证书说”“双

来源说”“双能力说”等说法。总结来说，它就指代具有两

种或两种以上技术职称以及职业教师等级的优秀教师。例

如，在中国有“讲师 + 工程师”这样的标准双师型教师，

而同时拥有教师资格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具备相应专

业素质能力的专业教师也可以被称为双师型教师。双师型教

师普遍拥有极强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能力，他们能够胜任职

业院校中的专业教学教研工作，为学生给出专业示范指导。

因此可以说，双师型教师对于职业教育院校发展而言相当关

键，它在实现教学工作与技术岗位工作有机转换同时也培养

了专业化实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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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双师型教师的本质属性

早在 2000 年国家教育部就已经正式颁布了《关于加强

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这其中对双师型教师

的本质属性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注解，它指出双师型教师一方

面要符合两年以上基层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本专业的实

际工作经验，并且能够知道专业实践教学，具有讲师以上的

职教职称，一方面应该具备参与或主持两项以上专业应用性

项目研究的能力与经验，并且其研究成果已经被社会企事业

单位所实际应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

中国针对双师型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他们应该同时扮演教

育管理者、课堂教学主持者、学生学习辅助者的多重角色，

为此国家方面也希望学校建立相应的双师型教师培育对策

与激励机制，全面引导职业教育院校中教师融入到多元丰富

的教学改革进程中，确保培养更多优秀的双师型教师，形成

双师型教师团队 [1]。

3 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深层次制约因素分析

对于职业教育院校而言，双师型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

诸多制约因素，论文中希望深层次分析这些制约性因素，了

解当前双师型教师培养的现实困境问题。

3.1 教师师资来源相对单一

目前，在职业教育院校中严重缺乏技术应用型优秀教

师，这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院校师资来源相对单一。就职业

教育院校已有的教师类型而言，纯学者型教师数量较多，而

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双重发展的复合型教师相对较少，所以

在培养复合型学生人才方面也存在巨大障碍，这导致学生在

未来就业后在企业中缺少良好的岗位工作经验，同时也缺乏

将专业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的能力。具体来讲，目前许多职业

教育院校无力培养双师型教师，主要是因为教育资源有限，

同时在教学理念上也存在偏差，虽然教师拥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但在理论结合实践水平方面表现相对较差。而为了迎合

当前中国职业教育院校扩招大形势，许多职业教育院校在教

师人才选拔方面也放低标准，导致许多教师在教学模式与手

段上并不丰富，对于学生专业综合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

培不利。再者，某些职业院校教师多来自于师范院校，他们

刚刚研究生毕业就进入学校岗位任职教师，这说明他们缺乏

行业工作经验，难以满足当前的理实一体化教学需求。

3.2 教师培养制度不健全且资金匮乏

职业院校无法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双

师型教师培养制度不够健全，例如针对双师型教师培养非常

有效的评价与奖励制度就相对匮乏，这说明目前职业教育院

校在双师型教师界定标准上十分模糊，它导致针对教师的评

聘制度建设不力，严重忽视了教师的师资特点优化，缺乏对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高要求。导致诸多教师重科研、轻实践，

这严重影响了双师型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水平提升。就以双

师型教师的评聘制度为例，传统职业院校在培养教师过程中

依然采用本科标准，片面强调论文课题数量，完全缺乏对实

践能力的要求，使得教师在纯理论课程教学中无法为学生给

出职业发展规划，教学指引力表现不足。当然，招生规模的

不断扩大也导致在教育经费上有所短缺，教师普遍授课任务

加重，所以学校方面较难拿出更多资金成本来培养双师型 

教师 [2]。

4 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深层次制约因素问题的

解决途径

职业教育院校在新课改改革进程中应该思考培养双师

型教师人才，实现学生培养过程中专业与行业的有效对接，

为未来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奠定教育基础。为此下文简单

分析三点，希望突破制约，为职业院校找到双师型教师人才

培养的有效途径。

4.1 不断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在职业院校扩招过程中，也要做到同步持续拓宽教师

来源渠道，满足学校的优秀教师资源迫切需求。为此职业院

校应该不要仅仅将目光放在师范院校刚刚毕业的应届毕业

生或者高职称教师，而是考虑引入更多具有丰富教育工作经

验的已从业高级人才，如从企业中邀请高级专业人才配合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形成校企合作模式。当然，也可以聘请行

业领域中的专业兼职教师，这些教师的加盟可以为学校缓解

扩招压力，实现对教师来源渠道的有效拓宽，且这些教师拥

有不同技术职称，也为学校培养构建双师型师资团队奠定了

优越基础。

4.2 不断强化校内规划与培训

要在校内不断强化师资队伍的教育教研工作规划，做

好教育教研培训工作，树立他们良好的转型意识，让他们从

传统教师转化为双师型教师。这一过程中学校就必须主动解

决自身可能存在的资金匮乏问题，学校方面应该根据师资队

伍建设现状为他们制定良好的职业发展统筹规划机制，帮助

他们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存在不足，树立他们良好的转型意

识，引导教师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例如，要引导教师与其他

专业教师合作，抑或者与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合作，共同开拓、

挖掘、建设理实一体化的专业课程体系，以满足专业学生不

同的学习需求，共同编写教学资料，共享企业与学校中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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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才理论实践教育资源 [3]。

4.3 积极建设产学研基地

职业教育院校方面应该积极建设产学研基地，鼓励教

师参与到行业实践工作中，形成基层企业顶岗实习锻炼，培

养双师型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方面应该鼓励教师考入

专业职称，获取职业资格，在产学研结合过程中不断丰富自

身专业素质与教学知识储备，提高专业教学能力。而学校内

部也会根据双师型教师能力有针对性调整课程授课内容，更

好促进校内各个专业建设。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职业教育院校中培养双师型教师是

有必要的。但必须要首先深层次分析、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

教师人才培养制约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即希

望从人才培养机制、资金成本、产学研基地建设等多个方面

思考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建设进程，满足当今社会对于职业

教育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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