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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各种因素使“双师型”教师培养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以内

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对“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实践为基础，探索“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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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现实困境

（一）“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

目前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呈现出“二元化”发展格局。一

些教师实践经验丰富，但理论知识薄弱；另一些教师理论专业知

识扎实，但实践经验匮乏。“双师型”教师的数量比例低、质量不

高、与职业教育的理念不吻合，它是当前高职教师专业素质发展

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1.“双师型”教师在各个高职院校还在摸索实践中，各项制度

难免出现不科学、不规范现象。
2.缺乏长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没有立足职业院校发展实

况来制定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战略。
3.“双师型”教师的薪酬待遇低，缺乏选课、培训、晋升等方面

的奖励机制。致使缺乏引入企业优秀技能型人才作为职业院校

兼职教师的优势，同时专职优秀教师对“双师型”教师重视度不高。
4.“双师型”教师培训途径欠缺，没有形成系统性、针对性、长

效性培训机制。
5.校企合作不深入。由于报酬低、利益少及“独立”的社会环

境等因素，企业配合消极，校企合作不深入。
二、“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培养途径经验总结（以内蒙古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简称“学院”）
（一）制定长远“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规划

学院以教育部提出的“双师型”教师为标准，以示范性院校

建设为契机，通过院校交流、企业调研、学生走访等多种形式，经

过反复讨论、专家评审最终制定出“‘双师型’专业课教师认定办

法”，其中包括“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培养目的、申报条件、审
核、能力测试考核方式、认定办法及薪酬待遇。

各个系部再根据学院制定的相关办法，结合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模式、系部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专业发展的“双师型”专业课

教师能力测试实施办法，详细论述能力考核的实施方案。
（二）考核过程中的实施细则

学院每年各组织一次理论考试和专业能力测试。不同专业、
不同课程有不同的专业能力考核标准。考评组是学院聘请企业

专家，以考核对象成绩合格者为聘用条件，以实现考核过程公平

性、科学性。
（三）“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途径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主要通过校外企业锻炼和校内教师专

业能力专项培训实现。
在校外，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单位优势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

业生产实践，同时学院出台及落实评价考核制度，以达到“全日

制”的企业上班族，实现校企的深度融合。
在校内，突破常规创新培训模式。各个教学系部根据各自专

业特点形成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以聘请企业专家或校内专业

强项教师每半月开展一次技能专项培训。
（四）聘用“双师型”教师的激励机制
被认定的“双师型”教师，实行动态管理，聘期为两年，每年

考核一次。获得“双师型”教师资格者，可享受以下待遇：参与学
院有关专业建设与教学方面的决策；同等条件下，在职称评定、
专业教学评选等方面优先考虑；“双师型”教师的课时费标准是
在原基础上乘 1.5 倍系数；优先选课；后备干部选拔中优先考虑；
评优评先的前提条件。

（五）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双师型”教师标准缺乏灵活性。职业院校的很多教师都没

有企业实践经验，在短时间内达到“双师型”教师标准，其艰巨性
与满足感会略有差异。

2.专业发展培养途径不完善。“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的

培养，除了“走出去”和“请进来”及校内创新培训外，还要充分发

挥校内职能部门机制及社会力量，比如，重视专业技能科研，让

科研成为“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牵引力”等，多渠道开展培训。
3.校企合作深度融合仍是突破的难点。校企合作企业虽有增

加，特别是我校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定点职业技能定点培训单位，

每年为社会组织数以千人次的技能培训，但校企合作的“独立”
模式仍是主导状态，要继续寻求企业更深入参与到学校办学、专
业建设、人才培养等过程中的途径。

三、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培养途径

（一）教师方面
“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规划，是指“双师型”教师自

我角色的定位、目标和追求的不断完善，是生成“双师型”教师专

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学校方面

营造良好人文环境，催生“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实效机

制。学校要高度重视“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主动为其发展保

驾护航。
（三）企业方面
凝聚力量，促进“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要实现充分的

专业发展，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借助于群体或团队的力量，相

互交流、合作，相互促进及提升。凝聚企业力量，是促进“双师型”
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四）政府方面

构建多位一体保障机制，搭建“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环
境平台。为促进“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顺利进行，政府、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建立多位一体的保障机制，并加大支持“双师
型”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及“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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