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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3 日，教育部印发了《全国职业

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以下简称

“《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明确提出要经过三年

左右的培育和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示范引领高素质“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适逢教育部启动“双高计划”建

设项目，建设一批“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也是提升高职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一、“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的价值功能

1.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协同创新适

应产业需求。教育部、财政部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要服务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产业

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支撑。根据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0—2020 年）》的分析预测，到 2020 年，我国

高技能人才将达到 3900 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

数的 28％左右。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

的总量达到 4136.5 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

26％。尽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数量与占比

上超前完成了预期目标，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规模与质量的需求仍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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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型发展期，经济增长进入高

质量水平阶段。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业、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

速崛起，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方兴未艾，成为经济

行稳致远的重要动能与影响国际经济竞争态势

的重要因素。产业发展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支撑，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建设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与专业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始终是高

职院校的工作重点。为适应产业发展需求，除

了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实践能

力与教学水平之外，组建一批“双师型”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是一种最优化选择。

德国学者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认

为“协同是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协作，使整

个系统形成个体层次所不存在的新质的结构和

特征”①。协同性是“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的显著特征，团队成员通过分工协作在实践

中打破教学资源之间的壁垒与边界，有助于相

互转化与提升，向共同的目标开展创新。这种

协同创新并不局限于团队内部活动，也包括与

其他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国际创新力量等社会

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的建设使得师资队伍建设开始从职业教

育系统内部的物理结合向协同创新的社会融合

转变。

2.凝练转化团队优质建设成果，示范引领教

育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提出，要

总结、凝练团队建设成果并进行转化，推广应用

于全国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我

国高职教育发展时间较短，在教学模式上仍处

于借鉴模仿英国 BTEC、德国双元制、美国社区

学院等成熟国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阶段。毋

庸置疑，吸取国外成熟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经

验有助于加快高职教育的发展进程，但本土化

成熟经验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特色高职教育教

学模式的形成。同时，国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

理念和目标上突出彰显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价

值的彰显在国内教学实践中则被曲解异化为人

文关怀的缺失，强调社会本位，而较少关注学生

的主体地位。”②尽管我国高职教育一直号召进

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但在高职院校中依然存

在实践教学不足等问题，急需以学生为主体、以

教师为主导，探索出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现状

相适应的教育教学模式。

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践行者、教育教学

改革的执行者，因此，教育教学改革对教师的理

论教学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要求较高。对于未

接受师范专业培养培训、不了解教育教学规范

的企业兼职教师来说，改革创新是一项严峻的

挑战。同时，教师并非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直

接受益者，这也削弱了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

性。因此，以项目的形式选择一批教育教学改

革基础好的高职院校进行“双师型”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将教师的参与情况与考核评价和

职称晋级挂钩，能够提高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模

式改革的积极性。团队教师在聚集优质资源的

基础上不断探索新教法，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信息化手段有效展开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

新，将最新研发成果融入教学。通过明确团队

成员的分工协作，使教师全面参与从人才培养

方案制订到专业建设的全过程，使每位教师自

身的优势得到发挥，形成特色教学风格。团队

通过模块化教学模式改革，从“窄口径”的特定

专业培养走向“宽口径”跨专业能力培养，实现

学生职业素质与技术技能培养的融合统一。通

过在遴选的高职院校建设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形成有特色、可复制的经验成果，有助于以点带

面，示范引领高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3.增强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服务保障“双

高计划”项目落地。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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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继出台，我国高职教育在质量发展新阶段

的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已初步成形。“双高计

划”是我国政府基于对高职教育现状与特征的

全面认识所作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是推动

高职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的重要

工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和“双高

计划”皆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战

略部署内容，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与主旨诉求，

两者具有融合性、关联性与目标一致性。“在项

目管理的九大知识体系中，人力资源管理与集

成管理是两个关键环节，建立恰当的项目管理

组织与实施团队，是项目成功与否的核心内容

之一。”③因此，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也可被视为服务“双高计划”项目的一种

组织模式。“双高计划”践行扶优扶强理念，依据

周期绩效评价结果动态调整项目建设单位，为

高职院校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围绕

“双高计划”的遴选条件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

是高职院校成功入围的关键所在。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

chael E.Porter）提出的钻石理论模型认为，“要通

过生产要素建立起强大而又持久的竞争优势，

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④。在“双高计划”背景

下，高级生产要素的发展在提升高职院校竞争

优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通过优

中选优组建的“双师型”教师教学团队即属于一

种高级生产要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强高职院

校的综合竞争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对师

资水平及教师团队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在高职

院校的遴选条件中对教师获得国家级奖励情况

做出了规定、在专业群的遴选条件中要求配备

高水平专业带头人和教学创新团队。《创新团队

建设方案》也提出，立项院校团队建设情况作为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等国

家重大项目的评价因素。“双师型”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的建设情况与“双高计划”的遴选条件直

接挂钩，遴选条件中如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等方面的要求，也离不开“双师型”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的支撑。“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是增强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服务保障“双

高计划”项目落地的核心力量。

二、“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的困境分析

1.尚无成熟建设经验可资借鉴，各地各校还

处于探索阶段。“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在

高职院校属于新生事物，需要在政策制度上系

统设计解决问题的框架与措施，对地方政府、行

业企业、高职院校等建设主体起到有效的引导、

指导、规范、督促和激励作用。《创新团队建设方

案》对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从目标

任务、基本原则、立项条件、建设任务、进度安排

以及保障措施做出了设计，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关于遴选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的通知》确定了首批团队建设的范围数量、

申报条件与工作程序。一套科学完善的顶层设

计能够为“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活

动提供一定的确定性，并释放出足够的自主空

间鼓励团队教师的自主创新与探索。秉持“择

优遴选、培育建设一批，优中选优、考核认定一

批”的总体思路，“双师型”教师教学团队的建设

制度与培养机制十分重要。当“双师型”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打破原有的组织形式后，团队的运

行机制和相应制度的不跟进会导致建设过程与

建设目标出现偏离。例如，人事制度、准入任用

制度的不到位将导致团队负责人、“双师型”教

师团队组建的壁垒难以消除，激励制度的缺失

会制约教师的积极性，等等。在培养机制上，也

存在由于团队教师培训的教材资源与设备资源

的匮乏以及培训专家水平不高等原因导致培养

效果不理想、为教师提供的能力提升形式和机

会有限等问题。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至今依然缺

乏对“双师型”教师的明确官方概念界定以及一

套成形的“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标准，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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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模糊了“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

真正内涵，容易弱化团队建设的可操作性、增加

团队建设的不确定性。由于尚无成熟的建设经

验可资借鉴，各地各校仍处于建设“双师型”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的探索阶段。

2.团队合作基础薄弱，“双师”结构机制还不

完善。2007 年 1 月 22 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将教学团队与高水平

教师队伍作为建设内容，并在随后的工作中将

高职院校也列入建设范围。《创新团队建设方

案》的出台标志着高职教学团队建设工作在“双

高计划”背景下进入独立阶段。高职院校建设

一支“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愿景逐渐清

晰，但由于之前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的覆盖面

有限，团队的合作基础依然薄弱。高职院校的

教学团队多以将完成不同专业的课程教学作为

分工依据，课程的变化会引发成员的变动，因此

难以形成较为稳定、科学的教学团队。兼职教

师在团队建设中的参与度不高，难以实现团队

兼职教师和专任教师的有机结合。在团队合作

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教师之间的合作观念不强，

凝聚力、团队成员的职业认同感与职业满足感

等都存在不足，制约了团队整体实力水平的发

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

半。《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的立项要求也提到，团

队“双师型”教师占比应超过一半，并明确指出

要“通过项目建设辐射带动全国职业院校加强

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数量充足的

“双师型”教师是教学创新团队发挥核心作用的

保障，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数量短缺是不

争的事实。高职院校生师比的合格标准为16︰1，

然而据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高职院校的生师比为 17.89︰1，仍未达到合

格标准。在“双师型”教师占比上，“2018年我国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 49.8 万人，‘双师型’教师为

19.14 万人，占专任教师比例的 39.70%”⑤，与理

想比例还存在一定差距。新一轮的高职院校扩

招已然拉开序幕，快速扩张的学生群体与相对

稳定的教师队伍之间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

出，“双师型”教师缺口较大、数量短缺造成的

“双师”结构机制不完善是“双师型”教师教学团

队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3.校企命运共同体尚未形成，企业工程技术

人员和能工巧匠到职业院校任教的路径还不通

畅。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建设“双师型”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的关键路径。《意见》提出，要推动

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共享人才、共用资

源，形成命运共同体，支持企业深度参与教师能

力建设和资源配置。“双高计划”也对推动高职

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明确要

求。“校企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以共赢为目标，相

互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

实体，是校企合作的新型组织形式”⑥，亦是产教

融合的最高表现形式。但在校企合作的实践

中，校企命运共同体尚未完全形成，产教融合的

不深入使企业很难真正参与师资培养过程，企

业中的优质资源还没有在“双师型”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助聘任兼

职教师的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

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在“学校有需

求、企业有驱动、政策有支持”的现实条件下，企

业的优秀技术人员以兼职教师的身份进入高职

院校本应成为常态，但目前他们到职业院校任

教的路径仍然不通畅。一是由于政府引导机制

和保障机制缺位，尽管相关文件中对兼职教师

的重要性有所提及，但缺少相应的可行性指导

建议，以致高职院校和企业的实际操作困难重

重。二是由于高职院校为企业和企业兼职教师

提供的激励措施有限，难以吸引优秀的企业工

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到高职院校兼课。兼职

教师路径不通畅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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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专兼结合”的建设

进程。

三、“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的推进路径

1.健全体制机制，回应需求建立资格认证标

准。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健全

“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体制机制。

要创新管理模式，为团队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

环境。目前，“双师型”教师资格标准的制度性

缺失是影响团队建设的重要问题，我国尚未开

启国家层面的“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标准工

作。“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需要结

合“双高计划”，建立起一套“双师型”教师资格

认证标准。要丰富“双师型”教师的内涵，从教

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以及教研科

研能力出发，依据职业教育的现实需要，科学

地、因地制宜地制定“双师型”教师认证标准。

要实现认证程序的制度化，实行“双师型”教师

定期注册考核制度，促进认证标准的动态管

理。同时，还应打破教师资格无时限的现状，

“相对稳定的‘双师型’教师认证标准衡量体系

以及与标准相适应的动态调整与监控过程的有

机结合，有利于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

化对职教师资提出的新要求”⑦。采取“双师型”

教师资格的动态管理制度，使教师依照相关要

求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要实施相应的教师管理

配套政策，将资格认证与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及

考核相衔接，与“双高计划”评定及职业院校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真正对接，建立有效

统一的运行机制，推动多方协同，为认证结果提

供科学性、有效性的保障。

2.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业深度参与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建设。“德国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始

终都贯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职业院校与

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企业培训机构和自

由经济组织都积极参与职教师资的培养，充分

体现出德国‘双元制’模式的特色。”⑧“双高计

划”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也需秉持“提质”的思路和行动，高

职院校与企业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在对“双师

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有共同需求的基础上实

现双师共育，持续深入地开展多层级、多形式、

多领域的合作，实现校企双方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有机整合。实现校企共建共赢的关键在于

探寻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点，即培养理论水平

和实践技能兼备的技术技能人才。要立足于自

身实际，结合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政

府引导下构建与完善校企共同体，探索“双师

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途径和模式。要

建立完善的校企联动机制，实现岗位联通，实

现校企互利共赢。应建成一批协同创新中心，

加大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衔接力度，实现创新成

果的有效转化。要充分发挥校企共同体形式的

优势，与企业联合制订教师企业实践方案，明确

教师到企业挂职的职责与任务，鼓励专业教师

与兼职教师积极开展合作研发、参与技术技能

创新。

3.优化团队结构，多措并举选培团队负责

人。《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提出，团队结构应科学

合理，团队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双师型”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需要能力突出的团队负责

人。美国学者戴维·麦克利兰（David.C.McClel-

land）认为：“胜任力模型( competency model) 指

承担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所必须具备的胜任特

征的总和，是针对具体职位表现和要求组合起

来的一组胜任特征。”⑨胜任特征能够影响个人

工作的主要部分，它与工作绩效相关，能够用可

靠标准加以测量并通过培训和开发得以改善。

在“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中，团队负

责人的选拔与培育也应依照对这一角色胜任力

的要求来开展。在团队负责人选拔上，要明确

团队负责人的入职标准并制定严格的选拔程

序，依照如《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明确规定的硬

性条件以及相关能力要求进行选拔。在团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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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培育上，要建立相应的培养体系，如针对团

队负责人的领导能力、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能

力、课程开发技术、教研科研等能力开展培训。

由于大多数高职院校中的专业带头人往往由于

被纳入科层管理链而承担了大量行政管理事

务，“专业性”被不断弱化。在科层管理体制下，

作为一种外在的角色抑或一种制度赋予的身

份，如何明晰其相应权责，赋予团队负责人专业

化的身份，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4.开展专业培训，增强团队合力与创新能

力。美国学者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认

为，“在人类组织中，愿景是唯一最有力的、最具

激励性的因素，它可以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

起。”⑩将建设好“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作

为共同愿景，是当前职业院校的共同追求。“双

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是具有共生关系的团

队，需要在生态取向上注重团队的深度合作和

知识共享。“生态取向能够超越知识取向、实践

取向中主要关注教师本身的局限，关注教师专

业的背景、专业图景中各因素的关系，强调团队

的合作与和谐，在更大的视野下看待教师的专

业发展问题。”11因此，不但要促进团队教师的科

学有机结合，还要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培训以

增强团队成员的凝聚力与共生意识。“‘双师型’

教师所具备的素质能力结构应是多元与多维

的, 从知识的建构到传输、从技能的内化到展

现，都要求其理实并蓄、求真悦学。高职院校要

营造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教师团队中

形成合作式的专业发展文化与范式。”12同时，要

提高团队教师的创新能力，使其在教学实践中

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教研科研水平。此外，要在

团队建设制度设计中积极引导教师从事技术技

能研究与创新，建立促进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的

长效机制，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教育行政

部门和职业院校都需积极围绕教师创新能力的

培养和提升设计培训内容。

“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任重而

道远，“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效果直接关系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关系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甚至影响我国高职院校在国际上的综合竞

争力，需要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专兼

职教师积极协同建设，共同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

［注释］

①肖坤，夏伟，卢晓中.论协同创新引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J］.高教探索，2014（3）：11.

②张振，王琪.“中国制造 2025”视域下高职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基于认知学徒制的基本思想［J］.现代教育管理，

2017（7）：102.

③李营.高职院校综合建设项目群管理的组织模式与管理

策略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1）：60.

④（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7.

⑤晋浩天.“职教 20 条”释放了什么信号［N］.光明日报，

2019-02-20（8）.

⑥贾文胜，梁宁森.基于校企共同体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5（1）：92.

⑦李梦卿，刘博.我国省级“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标准建设

的实证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8（5）：86.

⑧范文晶.德国职教师资培养特色启示［J］.教育与职业，

2013（34）：108.

⑨祁艳朝，于飞.高校教师胜任力模型的思考［J］.黑龙江高

教研究，2013（9）：43.

⑩（美）戴维·W.约翰逊，罗杰·T.约翰逊.领导合作型学校

［M］. 唐宗清，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2.

11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

出版社，2000：71.

12李梦卿，刘晶晶.“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标准设计的理性

思考与现实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17（21）：83.

师资建设师资建设师资建设

84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