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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双师型”

殷珂楷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

[摘 要]“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主体，是“双师”素质的主要体现。建设一支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结构合

理、相对稳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高职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我国对高技

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产教融合；视角；双师型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47-9230(2023)-0034-01 [收稿日期]2023-06-16

本文首先对职业教育内涵进行了界定，

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建设现状进行了分

析，指出了目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

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建设的

意义，并提出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建设

策略。最后指出：在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

校“双师型”教师建设，要坚持政府主导、行

业指导、学校主体的原则，通过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途径，发挥政府

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在“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中的作用，通过企业培训、院校培

养等途径强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

一、职业教育内涵界定

职业教育是指以职业为导向，以就业为

导向，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人人，以

技术应用和知识更新为基础的教育活动。职

业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是为国家、社会和

个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教育。高

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以人才培养

目标为依据，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核心，以素质提高为根本目的，以

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并重为主要内容。“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

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是面向就业的

教育。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

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应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把提高就业竞争力

和发展竞争力作为人才培养目标。高职院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工

学结合的原则。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应具

备实践技能和技术应用能力；高职院校“双

师型”教师应具有较强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能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应具有较强

的综合职业素养。总之，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要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双师型”教师建设现状及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已经成为

一种成熟的教育类型，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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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长为一种人才培养

层次丰富、教育类型多样、培养规格高端的

教育类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是职业技术人才培养

的主渠道，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重任。因此，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是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

和重要内容。但是，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第一，政策法规不健全。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等都在高职

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目前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够完善。

第二，管理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高职教育

起步较晚，在高职教师队伍建设中缺乏相应

的制度保障。此外，国家对职业院校教师资

格认证缺乏统一标准和严格的考核办法，导

致对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没有统一规划、

缺乏有效监管和约束。

第三，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高职院校师资结构单一，很难满足行业

企业对“双师”素质教师的要求。同时，一些

高职院校对专业设置缺乏调研和论证，导致

部分专业设置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办学特

色不鲜明等问题。

第四，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在“双师型”教

师认定标准上还存在标准单一、重学历轻能

力等问题；在“双师型”教师培养方面还存在

培养机制不健全、企业实践不足等问题；在

“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方面还存在认定标准

不统一、认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第五，教师自我认识不足。有些高职院校的

部分教师认为自己在实践教学、科研创新等

方面能力不足；有的则认为自己具备“双师”

素质就可以胜任高职院校教学工作；也有的

教师认为自己不具备“双师”素质就无法胜任

教学工作；还有的认为“双师”素质是天生的

而非后天习得的。

三、产教融合视角下“双师型”教师建设

意义

第一，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素

质“双师型”教师的支撑。高素质“双师型”教

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关

键，“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可以促进高职

院校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为中心任务。

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教师通过知识技能更

新提升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需要学生通过

技术技能训练提高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需

要行业企业通过深度参与，加快技术升级、

产品改造和工艺革新，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只有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才能保

证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第三，高职教育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可以推动高职院校教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从而促

进高职院校在办学模式、管理模式和人才培

养模式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随着社会对职

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高职教育

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将成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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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职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第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创新。职业教

育教学模式创新是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要

求的必然趋势，是促进职业教育不断发展、

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可以为“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可以为促进教师转

变角色定位、提升教学技能提供重要保障；

可以为深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供重要保障；可以为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提高综合素质提供重要保障。

第五，推动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产教融合是

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有效途

径。

四、“双师型”教师建设策略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双师型”教

师基本素质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坚持以师

德为先，把师德放在教师素质的首位”、“深

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专兼结合，建立一支

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

伍”。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加强制度建设、

搭建平台等途径，努力打造一支思想道德素

质高、技术技能水平高、专业能力强的“双

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适

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目前，

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正处于

探索和实践阶段，需要在产教融合视角下不

断地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下面笔者将从政

府、行业组织、学校三个方面探讨高职院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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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double-qualified"

Yin Ke kai

Harb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76

Abstract: The main body of "double-teacher" teachers is the main embodiment of the quality

of "double-teacher".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build a team of teacher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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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killed talent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nd the shortage of high-skilled talents, especially the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has become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perspective; double-qualifie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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