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双师”能力培养的高职院校

教师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成果主要内容

（一）构建四元融合的“双师型”教师发展模式

“跨界”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重要特征。职业院校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必须遵循“跨界”的理念，以行业企业最

新技术和职业岗位需要为主线，聚焦教师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

职业精神的培训。在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教师成长成才规律

的前提下，围绕“双师型”教师高等性、师范性及职业性能力要

求（即“岗”），以校企共建培训体系为核心（即“训”），以

技能竞赛及教学竞赛为支撑（即“赛”），以教师分层分类评价

认证为目标（即“证”），构建了“岗训赛证”四元融合的“双

师型”教师发展模式，见图1。

图1 “岗训赛证”四元融合“双师型”教师发展模式



1.岗---量化指标，萃取岗位能力要求图谱

从人才培养目标反思反求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应具备的

能力，萃取了“双师型”教师能力图谱，见图2。该能力图谱以

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双提升为最终目标，分为体现高校

教师职业的能力、满足一般教学需要的能力和凸显职业教育特征

的能力三个维度，涵盖了娴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教学设计能力、

精湛的专业技术和实践操作能力等21项指标。

图2 “双师型”教师能力要求图谱

2.训---产教融合，校企共建双元培训模式

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是提升“双师型”教师能力的关键举措。

在平台建设方面，建立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6个，成

立了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教师发展中心，建设了教师发展综

合业务系统；坚持互利共赢，依托省石油化工行业职教集团和汽

车行业职教集团，校企共建校级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教师企业实



践流动站）13个，院级教师企业实践基地25个。在制度建设方面，

印发《教师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办法》，深入落实“5年一周期”

的全员轮训及“每年至少1个月”的企业实践，连续多年印发教

师培训暨发展计划。在培训体系搭建方面，实施专业教师素质提

高计划，建立了国外研修、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校本培训及企

业挂职锻炼等“五位一体”的线上线下结合“双师型”教师培训体

系，年均开展教师研修培训1200余人次，人均1.5项；年均选派

教师参加企业实践锻炼350人，人均锻炼时长超300学时/年。在

专兼教师互促方面，修订《兼职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推动建立

校企专业人员“互聘”制度，聘请355名企业优秀技术专家、技

能大师、能工巧匠来校兼职任教，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建设、科学研究。

3.赛---赛教融通，建立教师技能竞赛体系

建立了“院-校-省-国”四级教师教学能力竞赛体系，以赛

促教，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

力等；以赛促研，提升了团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服务产业发展的

能力；以赛促建，促进课程建设、专业群建设和结构化教师教学

团队建设；以赛促改，促进了教学教师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改

变，提升了信息化教学能力。同时，将大赛项目融入“双师型”

教师培养方案，将大赛内容转化为教师培训内容，大赛标准迁移

为教师评价标准，提高了培训方案的适应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

及教师评价的科学性。



4.证---阶梯发展，创新双师分层认证模式

教师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双师型”教师的认证必须与教师

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能力要求相匹配。学校对标“双师型”教

师应具备的能力指标，多次制修订“双师型”教师分层认证标准，

将“双师型”教师分为初级“双师”、中级“双师”（骨干教师）

和高级“双师”（专业领军人才），具体结构见图3。连续多年遴

选认定高级“双师”56人、中级“双师”145人，初级“双师”

211人。

图3 “双师型”教师分层认证标准

（二）打造“双师型”教师发展动力系统

1.增强职业认同，激发自我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

坚持师德统领，2017年，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统筹师德师

风建设，制定《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规定(试行)》，常态化开

展师德师风培训、思想政治轮训、教师宣誓承诺、红色基地实践



等。坚持文化引领，学校在多年办学实践中凝练了以“铁人精神”

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勤实精技·日新行远”的校风及“授人以

渔·化人以德”的教风，提升了教师的精神境界，激活了自我发

展的意识和动力。坚持名师带领，发掘选树先进教师、典型事迹，

在青年教师导师安排、教师培训名师示范等方面，发挥名师示范

作用，激发教师安心从教、潜心教学、争做名师的内生动力。

2.健全激励机制，厚植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突出绩效导向，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绩效考核管理，

建立与职称、职务内部岗位等级相匹配的津贴分配制度；制定了

以体现岗位绩效和贡献大小为核心的“双师型”教师分层待遇标

准；完善教师参与指导大赛、职业培训、技术服务、成果转化、

科学研究等收入分配机制。突出荣誉导向，搭建“国家级-行业

级-省级-校级”教师荣誉体系，制定教师校内荣誉评价标准，设

立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教坛新秀、优秀教师、技能大师等荣誉，

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搭建发展平台，制

定《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推荐教师申报陇原青年

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国内访学计划、西部之光访学计划及国外研

修计划；鼓励教师依托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国家级应用协同

创新中心等联合企业开展技术研发。

3.完善评价机制，凝聚教师发展的外部动力

坚持职称导向，力破“五唯”，突出教育教学实绩、育人成

效和应用研究能力，建立更加契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职称评审



标准和岗位设置办法，将“双师”资格作为专业课教师晋升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前置条件。完善评价办法，打破“双师型”教师

终身制，实施三年一聘，聘期考核，“双师”层级能上能下、“双

师”待遇能高能低；构建多元评价体系，认定“双师型”教师层

级，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质量。

图 4 “双师型”教师发展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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