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民办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关键内容，但是在建设过程中

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须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阻碍了建设目标的实现，力求从现状分

析、对策研究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较深入剖析，揭示问题存在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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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
2018 年）》提出推进高水平大学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探索“学历教育+企业实训”
的培养办法，并鼓励高等职业院校制定和执行反映自

身发展水平的“双师型”教师标准。国家的一系列相关

政策文件表明，推进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必须

建设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2015 年中国高等职

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中国高职院校“双师”素质

教师比例由 2014 年度的 57.2%提高到 2015 年度的

59.2%，高职专任教师下企业实践天数由 2014 年度的

25.9 天增加到 2015 年度的 27.8 天，呈现出教师比例下

企业天数的双增加；但是，“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生

产实践经验欠缺、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仍然是制约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瓶颈之一。对于民办高职院

校，因政策环境等原因，“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更是举

步维艰，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有着天然的难度。为了切

实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民办高职教育

的蓬勃发展，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显得尤为

重要。
一、“双师型”教师的内涵

究竟何谓“双师型”教师，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

问题，其关系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建设的

质量、建设的效果，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双师型”教师的提出，最早见于国家教委

的文件———《面向 21 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

见》（1998 年），但是其概念和内涵缺少统一的定义，众

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其中较为知名的是：

“双证书”说、“双素质”说和“双能力”说。作者认为，“双

能力”说更契合“双师型”教师的本质，高职院校的学生

不但需要理论知识的学习，也需要生产、实践技能的

培养，这两方面的能力在“双能力”教师身上均能得到

体现。
“双师”素质教师的认定，在教育部文件《高等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2008）中有明确的条件，

主要体现在：（1）教师资格。（2）专业实践技能。该方案

指出，“双师”素质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

识，还要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同时将实践能力应用

于实践教学、技术应用和技术开发等。
二、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

问题

（一）“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

目前全国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比

例总体水平为 59.2%，远低于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提出

的80%的目标。经调研，广东省民办高职院校的“双师”
教师比例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保持在 55%

以下。
（二）引进困难

民办高职院校中相当数量的“双师型”教师应来自

于企业生产一线，最好是引进来自企业的专业理论扎

实、实践技能经验丰富的技术或业务骨干，但是由于自

身、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这些人员大多不愿到学校

从事兼职、兼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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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语句：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师教学成果和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现有“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不强

据调研，民办高职院校的“双师”素质教师大部分

以符合持有“双证”的条件认定，但这些教师大部分都

是从学校到学校，缺少充足的企业工作经验，不具备扎

实的实践技能经验。他们大多通过自学或短期培训获

取“双师”资质认定需要的资格证书，其专业理论知识

较为扎实，但是专业实践能力欠缺，呈现出创新能力不

足，解决企业一线技术问题的能力有限。

（四）“双师型”教师培养渠道缺乏

目前，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主要是

通过参加教育部或者省教育厅的“双师”培训项目，其

次是考评员培训及校内培训，较少参加校企合作岗位实

践、社会服务、技术或应用开发等项目，“双师型”教师

培养渠道没有得到有效拓宽。因为民办高职院校师资

短缺，没有精力，也没有充足的经费将校内教师定期送

到企业去参加实践技能培训。即使少量教师被派到企

业，但教师因为缺乏解决一线难题的能力，企业也不愿

安排教师到真正的生产岗位锻炼，下企业走马观花形

式主义较为严重，未能实实在在促进“双师”能力提升。

（五）教师自身积极性不高

“双师型”教师自我发展意识不强，自我提升积极

性不高，安于现状的现象普遍。对于培训，校内教师因

为教学压力大且培训前后待遇没有明显差别，而使积

极性不够，主动提升的意识不强。在工作中，“双师型”

教师付出得多，但因普遍“一刀切”的考核及评聘机制，

使得工作得不到相应的体现，久而久之积极性降低。

三、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

（一）建章立制，出台措施激励教师提升双师素质

1.出台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管理办法，每年有规划、

有重点、有组织地安排部分教师到企业行业顶岗实践，

并加强教师顶岗的过程管理，促进教师提升自身实践

操作能力，系统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2.出台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明确本

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双师”素质测评方法及“双

师型”教师享受的待遇和职责等，激励教师自我提升双

师素质。

（二）提高认知，加大投入，引培并举建设“双师型”

教师队伍

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必须依靠一支理论

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学校可通

过出台政策、加大宣传等不断灌输“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加大资金

投入，一方面放宽学历条件，从企业行业引进能工巧匠

和高级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培训力度，引培并举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三）深化校企合作，建立“双师工作站”
民办高职院校应发挥办学机制灵活的优势，探索

建立职教集团或职教联盟，深化校企合作。通过职教集

团或联盟，联合企业共建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

共同组成的“双师工作站”，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围

绕双师“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实践基地、合作育

人、合作研发”，积极探索“双师型”教师培养新途径，突

破专业教师实践能力不强和兼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不

足的发展瓶颈，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素质教师

队伍。
（四）创新机制，开展社会服务

民办高职院校应出台有关政策，鼓励教师利用学

校资源成立研发中心或者校中厂，研发中心和校中厂

可以承接企业、行业项目或生产任务，所得收益大部分

归教师，学校仅收取管理费，以此促进校内教师的积极

性，鼓励教师“双师”素质提升。
（五）通过职业技能大赛促进教师提升专业和实践

能力

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师教学成果和教师实践教

学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技能大赛，教师可以认识到自

己在专业上的不足，促使教师全面掌握相关职业岗位

的技能要求，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并自觉提

升专业技能。高职院校可将指导技能竞赛或者参加技

能竞赛作为“双师型”教师的职责，鼓励教师积极参加

职业技能大赛工作，并将职业技能竞赛成绩纳入个人

和双师的年度考核，对取得较好成绩的教师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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