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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aircraft equipment maintenance professionals is 
increasing.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re in urgent 
need to build a high-quality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This article with aircraft equipment maintenance professional double 
young teachers grow as the theme, to study the object growth process as the case, analyzes the curr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double”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facing the dilemma, discusses the “double” growth path of young teachers, in order to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double” young teachers train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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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双师型”青年教师成长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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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民用航空业的飞速发展，飞机设备维修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长。中职学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
地，亟需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本文以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双师型青年教师成长为主题，以研究对象成长
过程为案例，分析了当前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探讨“双师型”青年教师的成长路径，以期为中
职学校“双师型”青年教师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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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属于典型的技术技能型专业，对教

师“双师素养”提出双重挑战——既要精通飞机结构力学、

液压传动等专业理论，又需熟练掌握波音 737 起落架拆装、

空客 A320 电子线路排故等实操技能。近年来，随着我国民

用航空业的迅猛发展，飞机设备维修行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根据 2023 年民航局统计显示，我

国民航维修人员缺口达 15.5 万人，在人才总缺口中的占比

达到 32%[1]。中职学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

基地，肩负着为社会输送合格技术人才的重任，亟需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然而，当前中职学校“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专

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亟待提升，。“双师型”教师既具备扎实

的理论知识，又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

量，培养出符合行业需求的技术人才。但目前，大多数青年

教师缺乏相关企业实践经历，导致课堂教学呈现 " 重原理讲

解、轻故障实操 " 的倾向。因此，构建 " 理论功底深厚 + 实

践经验丰富 " 的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成为破解人才培养与

产业需求脱节的关键突破口。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加强校企

合作、完善培训体系、优化激励机制等途径，全面提升青年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行业对高素质

技术人才的需求。

2 双师型教师的内涵及其在飞机设备维修专
业中的重要性

2.1 “双师型”教师的内涵
“双师型”教师是指既具备教育教学能力，又具备行

业实践经验的教师。依据国发〔2019〕4 号文件要求，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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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师需同时持有教师资格证与职业资格证书，能够在教学

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学生 [2]。

双师型教师不仅能够传授理论知识，还能够结合实际操作，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专业技能 [3]。“双师型”教师通

常需具有丰富的行业背景和教学经验，能够将企业中的实际

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行业需求。同时，

他们还能够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因此，“双师型”教

师在职业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推动技术技能型

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2.2 “双师型”教师在飞机设备维修专业中的重要性
飞机设备维修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涉及机械、

电子、液压等多个领域，超过 2000 个零部件的维护检修，

仅波音 737NG 机型的 AMM（维护手册）就包含 12000 余

页技术资料，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中职学校飞机设备维修专业的双师型教师需能

够将这些复杂技术转化为 " 可教、可学、可操作 " 的教学内

容，能够将行业最新技术、标准和规范引入课堂，帮助学生

掌握实际操作技能，提升其就业竞争力。此外，双师型教师

还能够通过校企合作，了解企业需求，调整教学内容，确保

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相匹配。

3 中职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双师型青年教师成
长面临的挑战 [3]

3.1 青年教师实践经验不足
中职学校飞机设备维修专业的青年教师大多来源于高

等院校毕业生，普遍存在 " 从校门到校门 " 的成长轨迹，虽

然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但缺乏行业实践经验。加之飞机设

备维修行业的特殊性，对实操精度要求极高，如复合材料部

件维修误差需控制在 0.05mm 以内，青年教师难以通过短期

培训掌握实际操作技能，这种 " 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 导致青

年教师在指导学生实训时，难以有效纠正 " 工具选用不当 ""

安全规范执行不到位 " 等典型问题。[4]

3.2 校企合作不够深入
尽管学校与民航维修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合作多

停留于 " 参观式实践 "" 短期讲座 " 层面，合作内容多局限

于学生实习和就业。教师参与企业实践难以接触核心维修项

目，参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不足。这种 " 表层合作 " 使教青

年教师难以通过企业实践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掌握关键技

术，导致其教学案例滞后于行业实际、教学内容和行业需求

脱节。[5]

3.3 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善
当前中职学校飞机设备维修专业的教师培训体系尚不

完善，培训内容多集中于理论知识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

缺乏针对实践技能的专项培训。青年教师难以通过培训提升

自身的实践能力，导致其在教学中难以胜任“双师型”教师

的角色。[6]

3.4 评价机制不健全
中职学校对“双师型”教师的评价机制尚不健全，评

价标准多集中于教学工作量、科研成果等，缺乏对教师实践

能力的考核。青年教师缺乏提升实践能力的动力，导致其在

教学中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7]

4 中职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双师型青年教师成
长路径

4.1 深化校企合作，搭建教师实践平台
校企合作需从 " 松散型合作 " 转向 " 项目制共建 "，中

职学校应深化与民航维修企业的合作，搭建教师实践平台，

为青年教师提供深入企业实践的机会。例如，可以与企业合

作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定期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

进行实践，参与企业的实际维修工作，提升其专业技能和实

践经验。此外，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培训，

帮助青年教师了解行业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研究对象曾深入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参加民用航空

机械基础技能（ME）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了飞机结构、机械、

电子等 12 个项目的维修技能。培训教师均为一线工作 20 年

以上的行业精英，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培

训，研究对象不仅掌握了民航维修的基本技能和行业标准，

还深刻体会到了机务工作人员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这种深

入企业实践的培训模式，为中职学校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双师

型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学校可与企业通过签订长期

合作协议，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确保教师能够定期参与企业实践；设立企业导师制度，为每

位青年教师配备一名企业导师，由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员

担任，指导青年教师进行实践操作和技能提升；或学校与企

业开展联合教科研项目，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其中，通过科研

实践提升。

4.2 完善教师培训体系，提升教师实践能力
中职学校应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培训体系需强化 " 做

中学 " 的沉浸式体验，增加针对实践技能的专项培训，帮助

青年教师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例如，可以组织青年教师参

加航空维修技能竞赛，通过竞赛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此外，

还可以邀请行业专家为青年教师进行专项培训，帮助其掌握

最新的维修技术和标准。

研究对象在培训期间，在学习钳工、钣金、铆接等飞

机结构维修中的必备基本技能时，不仅通过反复训练掌握了

技能方法和要领，通过企业专家对实践案例分析讲述，深刻

理解了扎实掌握维修技能在飞机维修中的重要性。这种针对

性强、成效显著的培训模式，为中职学校飞机设备维修专业

双师型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实践技能的培训不仅需要系统的课程设计，还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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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行业专家进行指导。中职学校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

设计类似的培训项目，帮助青年教师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同

时，培训内容应紧密结合行业需求，确保教师能够掌握最新

的技术和标准，可根据飞机设备维修专业的特点，设计模块

化教师培训课程，涵盖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确保培训内容

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与行业认证机构合作，引入行业认证培

训课程，帮助青年教师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证书，提升其专

业水平和竞争力；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对培训效果进行

评估，通过考核和反馈，不断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确保培

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4.3 健全评价机制，激励教师提升实践能力
中职学校应健全“双师型”教师的评价机制，将教师

的实践能力纳入考核范围，激励青年教师提升自身的实践能

力。例如，可以将教师下企业实践的时间、内容和成果作为

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企业实践。此

外，还可以设立“双师型”教师专项奖励，表彰在实践教学

中表现突出的青年教师。

研究对象培训期间，深刻体会到了机务维修工作的严

谨态度。例如，钳工锉削产生的碎屑必须彻底清扫干净，否

则可能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割破导线绝缘皮，导致线路短路。

紧固件必须拧到磅矩值并打正确的保险，否则在高振动区可

能导致螺栓脱落，造成严重安全隐患。这些细节要求不仅体

现了机务维修工作的严谨性，也为中职学校飞机设备维修专

业“双师型”青年教师的评价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机务维修工作的严谨态度不仅是对技术的要求，更是

对责任心的考验。中职学校在评价“双师型”教师时，应充

分考虑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尤其是对细节的把握和对安全的

责任感。

学校需根据“双师型”教师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评价

标准，涵盖教学能力、实践能力、科研成果等多个方面，确

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邀请行业专家和第三方评价机构

参与教师评价，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设立“双师型”

教师专项奖励，对在实践教学中表现突出的青年教师进行表

彰和奖励，激励其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

机制，激励青年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责

任心。

4.4 加强青年教师自我提升意识
青年教师应加强自我提升意识，主动参与企业实践和

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自我提升需建

立 " 能力清单 " 管理机制，青年教师可对照民航局《维修人

员执照管理规则》，制定包含 " 机型执照获取 "" 行业认证

升级 "" 新技术学习 " 的三年成长规划。例如，可以通过自

学和参加行业培训，掌握最新的维修技术和标准。此外，还

可以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

实践能力。

ME 培训不仅包含维修技能的训练，还包括如手册查询

等飞机维修重要且特有的技能。这不仅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技

能，还考研了教师自我学习和钻研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自

我提升意识。学校应鼓励青年教师通过自学和培训，不断提

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学校可以通过设立科研项

目和技术创新平台，为青年教师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

专业书籍、期刊、在线课程等，帮助其进行自主学习和提升；

鼓励青年教师参加行业交流活动，如学术会议、技术研讨会

等，拓宽其视野，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设立科研

基金：设立科研基金，支持青年教师开展科研项目和技术创

新，提升其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激励青年教师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5 结语

中职飞机设备维修专业“双师型”青年教师的成长是

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关键。通过深

化校企合作、完善培训体系、健全评价机制以及加强青年

教师自我提升意识，可以有效促进“双师型”教师的成长，

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值得关注的是，双师型教师成

长正催生 " 教学相长 " 的良性循环。未来，中职学校应继续

探索“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有效路径，为飞机设备维修行业

输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助力我国民用航空业的持续发

展。随着国产大飞机运维体系的完善，中职双师型青年教师

将在 " 课堂教学 - 企业实践 - 技术革新 " 的立体成长中，成

为支撑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人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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