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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策略研究

古翠凤，詹丽丽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随着我国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高职教育迎来了新的挑战，

对教师队伍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应对挑战的良策。目前，企业

与学校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仍然存在教师缺乏足够认识，高职院校合作条件有待提高，

企业欠缺合作意识，政府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教师应充分认同校企

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高职院校创设良好的合作条件、企业增强合作意识和协同措施、政

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校企合作；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1X（2017） 04-0041-04

收稿日期：2017-06-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野企业参与高校职业教育转型机制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BJA140060冤遥
作者简介：古翠凤渊1972-冤袁女袁广西柳州人袁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研究方向院教育经济与管理尧职业教育曰詹丽丽渊1992-冤袁女袁广西

北海人袁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袁研究方向院教育经济与管理遥

一、“双师型”教师的本质内涵

野双师型冶教师这个概念非常富有中国特色袁它
最先由王义澄提出袁并于 1995年由国教委正式将这
一概念写进教育政策[1]遥 这一概念的提出袁引起了各
界人士的关注与探究袁目前为止袁对野双师型冶教师的
内涵界定袁比较权威的有三个标准遥第一个是行政标
准袁即 野双证书冶袁既指野双资格冶或野双职称冶也指野单
资格+单职称冶曰第二个是校本标准袁以教育部对野双
师型冶教师的认定标准为依据袁部分院校根据自身特
点制定的认定标准曰第三个是学者标准袁而学者标准
中以综合素能观以及等级设定较为权威[2]遥归纳总结
得出袁所谓野双师型冶教师院一方面要表现出该有的职
业素养袁 擅长再现工作场景为受教育者讲授职业知
识和技能曰另一方面要具备理论与实践双重能力袁能
够将新技术尧 新知识转化为教学内容并为受教育者
进行实践指导遥

二、校企合作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意义

国家在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的政策上袁反复强调行
业与企业应该参与其中遥最初的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由
学术型与技能型两类教师叠加袁发展至今袁形成了同
时具备教育者素质与行业者素质的野双师型冶教师队
伍袁行业与企业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遥
（一）校企共建互利互惠平台实现双赢

高职院校积极推进校企协同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
的模式袁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袁与行业企业携手谋求
发展袁实现互利共赢遥合理运用高职院校和企业的教
育资源和教育环境袁教师培养与生产活动双管齐下袁
不断提高教师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3]遥 首
先袁校企合作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袁从源头上改善了人
才培养的养料袁 相当于企业的员工为学生传授知识
和技能袁大大提高了学生和企业的匹配程度袁实现校
企双赢遥 其次袁校企合作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袁增加教
师与技术骨干之间交流与互动的机会袁 促进科研与
技术的结合袁为科研增添了催化剂袁为孵化更多科研
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袁 推动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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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大跨越遥
（二）促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伴随着教学经历的不断增

长袁经验和知识得到了积累和更新袁加上教学专业人
员的不断反思从而达到专业成熟[4]遥高职教育集高等
性和职业性于一体袁在这两种属性的要求下袁高职院
校提出了更严格尧明确的野双师型冶教师专业化标准袁
要求其知识尧技能和态度都符合行业职业的要求遥校
企合作的基础上袁 应安排即将入职的青年教师到企
业进行一段时间的生产实践袁 弥补青年教师在专业
实践技能上的缺失袁 在教师入职后应充分考虑到教
师所在岗位的能力需求合理提供培训袁 注重实践性
的培训的同时也不忽略知识与态度方面的培训遥 这
样的培养方式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袁 促进了
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专业化发展遥
三、“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的现状

（一）教师对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缺乏足

够的认识

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袁 其自身的教育教学
水平关系着学生的培养质量遥 职业教育的侧重点是
技能的培养袁教师应具备野双师冶素质遥 然而袁囿于种
种因素袁现阶段的高职院校教师对校企合作培养野双
师型冶 教师缺乏足够的认识袁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
面院 第一是没有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加以明确的
区分袁 仍然保留着普通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
观念袁 无法正确认识进入企业实践进修对提高自身
实践技能与专业技能的作用袁 参与企业生产实践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曰第二是野双师型冶教师需承受
理论教学尧技能教学尧科研三重压力袁这让许多教师
找到了懈怠的理由袁 在参与企业生产实践时抱着应
付任务的心态袁没有真正的投入精力去提升自己袁甘
愿停留在已有的知识技能水平而止步不前遥
（二）高职院校创设“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

的条件有待提高

当下袁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陷入了
两个误区院 一是高职院校在引进教师时盲目看重学
历层次袁追求硕士尧博士等高层次人才曰二是一些高
职院校看重技能提升忽略理论知识构建[5]遥想要走出
这两个误区袁 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合作培养 野双师
型冶教师是有效举措遥 然而现实是袁大部分高职院校
与企业建立的校企合作仍然停留在纸上协议袁 完全
是高职院校一方野热冶袁而企业一方兴趣不浓的局面遥
究其原因袁是高职院校无法创设良好的合作条件袁促
进校企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实施遥 表现在以下两方
面院首先袁高职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进修没有制度化
且实效性不强袁缺乏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袁导
致企业获益不明显袁 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遭到了

严重的打击曰其次袁高职院校欠缺野双师型冶教师激励
措施袁不能充分调动教师参与 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袁 在服务企业员工培训上持应付态
度袁常常敷衍了事袁难以达到企业的要求遥由此可见袁
在互惠互利的校企合作中袁 高职院校创设的条件无
法得到企业的认可和青睐袁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热
情低迷是合情合理的事遥
（三）企业参与“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的意

识不强

校企合作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野双师型冶教
师队伍取得的成效[6]遥然而袁企业最终目标是利益袁在
与高职院校合作时袁 首先考虑的是能否为企业带来
利益袁 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校企合作的平台在最
短的时间获得技术的创新服务以及相应业务的咨询

服务遥企业的利益得不到满足袁在响应政府提出的校
企合作号召时袁就会变得敷衍了事袁当前阶段的校企
合作多数浮于表面袁将教师尧学生的实践进修和实习
是解决企业用工荒的一种手段袁 一旦企业的紧张局
面有所缓解袁就终止与高职院校的合作遥 不得不说袁
企业目前仍停留在追求眼前利益袁 缺乏持续发展实
现共赢的战略目光袁 对于校企合作的投入与产出没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遥囿于企业这样的合作意识袁校企
合作难以在深度与广度上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袁合
作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更是难以体现出双方各自的优
势袁提高野双师型冶教师的整体素质亦难上加难遥
（四）政府为“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提供

的保障力度不够

高职院校是非盈利性组织袁 企业是盈利性组织袁
两个目标完全相悖的主体袁要实现合作袁必须由政府
出台政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遥政府在校企合作中扮演
的角色十分重要袁也正是由于政府在野双师型冶教师合
作培养中未能提供有力的保障袁才使得校企合作培养
野双师型冶教师举步维艰袁难以发展成为稳定尧持续尧深
入的合作遥 首先袁政府在校企合作方面出台的政策不
完善遥国家很早就意识到培养教师的实践能力可以采
用校企合作的方式袁叶职业教育法曳中也提到了对校企
合作中企业及相关事业单位的义务及责任袁但较为浮
于表面袁既不详细又不明确袁且缺乏相关惩罚措施袁难
以起到理想的约束效果遥 其次袁充足的经费是野双师
型冶教师培养工作能够开展的保障袁否则一切都是纸
上谈兵[7]遥目前袁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
够袁无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袁野双师
型冶教师的培养工作开展起来捉襟见肘遥

四、“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的对策措施

（一）教师充分认同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

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建设在政府的政策引领下袁参
与主体由高职院校转向由院校尧企业尧行业等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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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联合建设袁且模式越来越开放化袁作为被培养的对
象袁教师应该充分认同校企合作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
模式袁 结合自身的专业发展积极配合袁 尽快成长为
野双师型冶教师遥

1.在校企合作培养中找到身份认同的平衡点
教师身份认同是每一个教师在自身形象和角

色定位之间不断调整变化并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

过程[8]遥 校企合作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趋势越来越明
显袁高职院校对在校教师的要求也随之变化袁然而
许多教师仍然沉浸在原来的观念中袁无法将到企业
进行实践进修与自身专业发展结合在一起袁从而产
生身份认同感失调遥麦卡洛克认为处于改革中的教
师会出现以下四种反应院一是不做出反应曰二是敷
衍了事曰 三是愿意对原有的认知框架做出一些调
整曰四是改变原有的认知框架袁使其适应改革的需
求[9]遥 不难发现袁大部分教师在校企合作培养野双师
型冶教师的模式中处于前三种反应袁因此袁教师应该
尽快适应角色转换并调适自我的状态袁找到身份认
同的平衡点袁在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中变被动为主
动袁积极配合校企的培养方式自觉学习袁不断提升
其野双师素质冶遥

2.在校企合作培养中明确专业发展目标
野双师型冶概念的提出袁既是对所有职教教师提

出的一种专业发展要求袁 也是单一型的理论教学教
师和实践教学教师继续教育和成长的目标导向[10]遥
教师应该正确认识进入企业实践进修是职业教育的

需求袁也是自身专业发展的要求袁充分利用校企合作
这个平台明确自身的专业发展目标袁坚信成为野双师
型冶教师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袁积极以野双师型冶教师的
专业化标准要求自己遥首先袁珍惜每一次企业实践进
修机会袁利用进修机会努力提升操作尧科研开发尧教
育教学等方面的能力曰其次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尧价
值观袁让自己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袁在企业实践进修
过程中要多了解相关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袁 培养自
身的行业眼光尧激发自身的专业智能及创新思维袁从
而提升职业素质遥
（二）高职院校创造良好的校企合作培养“双师

型”教师条件

1.教师到企业实践进修制度化
目前袁我国缺乏统一的高职教师入职标准袁新引

进的教师大多是缺乏实践经验的高校毕业生遥另一方
面袁部分具有专业技能的教师袁所掌握的技能跟不上
技术的更新和发展袁因此袁高职院校必须要认真落实
新教师到企业实践进修的制度遥 首先袁充分做好教师
到企业实践进修的前期工作袁即从学校层面尧企业层
面尧教师层面做好实践需求调研遥 既要保证教师的能
力及专业为企业所需袁也要确保企业所提供的岗位适
合教师的发展曰其次袁灵活安排实践和进修的时间和
周期袁因为企业有一定的生产周期袁学校也有教学规

律袁不能要求一方过分的迁就另一方袁最好根据企业
的生产规律袁在不影响教师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分散进
行实践和进修曰最后袁按需进行实践和进修袁新教师与
老教师无论是在教学还是专业技能方面都存在较大

的差异袁因此在安排实践进修时袁要加以区分袁按其需
求进行实践和进修的安排袁更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遥

2.建立野双师型冶教师激励制度
教师成长为野双师型冶教师过程中袁需要企业和学

校共同哺育袁因此袁教师在服务学校的同时也需要为
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袁从而要比一般的教师付出更多
的精力和时间袁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举措袁教师在服
务的过程中会产生抱怨而心生懈怠遥 目前袁高职院校
仍然缺乏能够激励教师不断成长为野双师型冶教师的
激励制度袁因此袁难以激发教师成长为野双师型冶教师
的动力遥 建立野双师型冶教师激励制度袁首先袁在人事方
面袁职务升迁可优先考虑野双师型冶教师袁并且为野双师
型冶 教师提供更多的在岗位选择和进修培训机会袁以
此激励他们不仅要在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袁在企业中
实践进修也要尽心尽力袁 积极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曰
其次袁在薪酬方面袁以绩效为核心袁重实绩尧重贡献袁将
到企业实践进修以及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业纳入考

核范围袁考核结果直接与薪酬挂钩袁形成对野双师型冶
教师的长期激励曰最后袁在评职称和评优方面袁为野双
师型冶教师开通绿色通道袁不再限制于传统的论资排
辈和熬年限熬资历袁而是根据教师在参与校企合作培
养野双师型冶教师的过程中的表现以及贡献袁优先为表
现优秀袁贡献突出的教师提供评职称评优的机会遥
（三）企业增强“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的共

赢意识和协同措施

1.树立校企合作互利共赢观念
校企合作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不会一帆风顺袁因

为校企合作仍然处于鼓励和倡导层次袁 企业的责任
意识较为淡薄袁 这种缺乏积极性的现状就是较为难
以跨越的障碍遥企业应转变原有的观念袁关注高职院
校的经济效益袁树立校企合作共赢观念袁切实深化校
企合作的层次遥校企合作的宗旨是互利互惠袁合作共
赢袁优势互补袁企业在与高职院校合作的过程中袁技
术革新快袁设备更新迅速袁行业信息灵敏是其优势袁
这些正是高职院校欠缺的袁因此袁企业可为高职院校
教师的实践进修和学生的顶岗实习创造更好的条

件袁 还可以为高职院校提供技术骨干及管理精英充
实教师队伍曰高职院校师资尧基础设施以及各类教育
资源丰富袁 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对员工进行技
能尧知识尧态度方面的培训袁降低企业在人力资源管
理上的投资成本遥通过资源共享袁企业在校企合作的
过程中不再是投资者袁同时也是受益者袁既扩大了企
业的平台袁也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遥

2.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袁 行业协会发挥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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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袁因此袁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是必然趋势[11]遥同
一类型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袁 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管束该类型企业袁与此同时袁行业协会虽然代
表了该类型企业的利益袁但不局限眼前利益袁谋求的
是整个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袁 能够看到职业教育对
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袁 因此可以成为沟通企业与学校
的纽带与桥梁遥为更好的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袁
联合企业和高职院校的力量袁优化资源分配袁企业的
管理精英以及高职院校的专业带头人可以在行业协

会中任职袁作为行业领域专家遥高职院校的专业教研
室与行业协会成立专业合作小组袁 专门负责调节校
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及困难袁 并且向学校
反应企业对人才的技能需求等遥
（四）政府加强“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的政

策和经济保障力度

1.建立政策保障制度
政府以第三方的角色介入校企合作袁 使用立法

这样具有强制性及权威性的方式为校企合作创造有

利条件遥只有校企合作顺利开展袁才能形成野双师型冶
教师校企合作培养的良好格局遥在修订法律方面袁我
国可以向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遥 如德国政府就
制定了叶青年劳动保护法曳叶劳动促进法曳等对企业尧
学校等的义务与责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袁 在进行校企
合作各主体之间的调节工作实施起来有所依据 [12]遥 因
此袁 我国在出台相关法政策和法规的条款中应更加
详尽的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促进校企合作的激励政

策及惩罚条例袁保障企业尧学校等主体的相关利益袁
监督各主体的合作行为遥

2.提供经济支持
野双师型冶 教师的校企合作培养需要投入高额的

经费袁政府作为校企合作的统筹与后盾袁在经济方面
要提供支持遥 首先是划拨专项经费袁定期对职教教师
进行培训袁重点支持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培养曰其次袁各地
应以财政拨款为主袁多途径筹措经费袁为当地教师到
企业实践进修提供充足的经费曰最后是给予企业税收
等方面的优惠袁参照其接受教师的实践人数和时间给
予税收减免袁并且企业与高职教师合作进行新技术等
合作开发项目袁不仅开发经费给予税前列支袁项目开
发成功后还可享受新技术收入的税收减免遥
五、结束语

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升温袁发

展战略的关注点也由数量与规模逐渐转向质量与内

涵遥 高职教育的野双师型冶教师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
关键因素袁 在其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袁因
此袁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号召高职院校与企业整
合资源为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提供更大的平台袁实现
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实质性发展目标遥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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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raining Strategy of
"Double Qualification"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U Cui-feng, ZHAN li-l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541004, China）

Abstract：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y, with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o a new stag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shered in new challenges to teachers' requirements have
changed, and "double qualification" teachers is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At present,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to train "double qualification" teachers still exist. There is a lack of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eacher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improve cooperation conditions. Enterprises lack an awareness of cooperation. Government security is
inadequate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issue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eachers should fully agree with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double qualification"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reating good conditions for
cooperation, enhancing enterprise’s’awareness of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ve action, and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trong protection.

Key words：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Double qualification”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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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袁从而为高校学生工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遥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袁 高校辅导员职业标准
的开发研究对该职业的工作规范和发展尧 辅导员素
质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本研究尝试深入剖析教
育部官方对于辅导员职业能力的要求袁 得出目前浙
江大学辅导员队伍现状与教育部标准差距袁 明确了
辅导员队伍的现状和下一步发展建设的要点袁 进而
有利于真正发挥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作用袁 激发出
高校学生德育工作队伍主力军的最大潜力袁 为高校
的学生工作提供新的视角袁 也为今后高校选拔尧培
训尧评价尧考核和培养高素质的辅导员提供量化尧客
观的参考依据遥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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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Counselors - Taking Zheji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Shu-jian, LI Dong-xue, Ma Lu-yao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310008, China)

Abstract：The system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our country i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specialization. For the
full-time counselors and students in Zhejia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roup and class construction, academic guidance, daily affairs management, mental health edu原
cation and counseling,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risis response,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and so on, from the counselor's own evaluation of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ability to assess the status quo. We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abilit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selor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ounselors, training proces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unselors ultra-professional, to improve counsel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o
create a clear counselor career planning.

Key words：colleg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mpirical researc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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