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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been filled with the attention 
and interest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
fessional teacher’s individual life development to analyz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
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ges and levels of latitude in-depth. The content of analysis include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absence of cognitive level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igidity of the system level and three questions about it,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self-importance, activating mechanism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ilding school-enterprise communit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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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教师专业发展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可见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和研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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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本文从专业教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成长的角度、专业教师发展的阶段和层面、专业教师发展的纬度

上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分析了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存在认知层面的缺失、

制度层面的僵化、系统支持的缺位三个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提高高职教师对于自我专业发展重

要性的认识、激活高职教师专业成长机制、建构校企共同体的教师专业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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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也逐步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越来越多的适龄学生可

以接受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亦随之不断扩张。为了满足高等职业教育极速发展对于教

师的需求，高职院校不断从学术研究型的大学招纳毕业生充实到师资队伍中。这些年轻教师在步入高等

职业院校后是否能适应高职教学需要，其专业发展程度直接关系着高等职业院校的前景。因此，近年来，

对于教师专业发展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可见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和研究兴

趣。本文拟从探究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着手，其后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最后提出

对策。 

2.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从专业教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成长的角度分析，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应是“自我”和“他者”成长

的结合体。即教师专业发展首先要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目标的要求，按照高职院校组织系统要求，树

立当代职教育才理想，并深谙职教教学规律，能将“自我”内在知识与技能通过教学达成转化，最终达

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的。其次，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还需要满足“自我”成才的需求，即教师

基于自我发展需求，参加教学、科研和专业实践等多层面的学习，最终构建起“自我”专业能力框架：

具备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扎实的专业实践技能、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和其他专业能力。建构这一能力

框架的过程中，教师也逐步实现了“自我”发展与“他者”要求我发展两个层面的协同，个体逐步开始

融入到专业教学团队种，职业精神也得以培育，专业情感逐步升温[1]，自我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 
从专业教师发展的阶段和层面上分析，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应该是一项动态过程，不同阶段应有不同

要求。对于新进教师和青年教师，如何通过一定的培训、锻炼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是这一阶

段的关注焦点。而对于中青年老师，当具备一定教学经验后，专业发展的任务则旨在提升教师的教学品

质，帮助其形成个性化教学能力，并鼓励其成长为在某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同行认可的资深教师。

在教师专业成长的第三阶段，教师不断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成为“专业实践能手”和“专家教师”，成

为行业和专业领域的引领和前沿，“自我”专业发展需求与高职院校系统对于教师的成长要求趋向一致。 
从专业教师发展的纬度上看，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趋向“群体”发展特性。虽然高职教师个体层面的

发展一直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培育的重点，但其宗旨确实在提升教师群体的整体素质。因此，高职教师

专业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共同协作、共同成长，充分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群体”发展特性方能培育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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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代职教发展需求的专业教学社群。 

3.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 认知层面的缺失。不可否认，社会各界甚至职业教育一线工作者对于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定位并

未能树立正确的认知。在高考招生制度中，高职系属于招生院系层次体系中的一个层次，而非一种类型。

这固化了社会大众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高等职业教育长期被视为低本科院校一等。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知，高职教育在很长一段时期并未能获得良好发展[2]。很多职业院校教师深受这种不良思想的影响，

并不重视自身专业发展，或另辟蹊径，按普通本科院校教师的发展路径前进，采取本科院校的那一套模

式套用到高职教学中，使得高职教师群体无法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科研方法，职教理念也领会不透彻，无

法满足当代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 制度层面的僵化。大部分高职院校未能从教师个体实际专业发展需求出发，政策出台往往呈现

一刀切现象[3]。众所周知，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组成较为复杂，其主要来源包括如下几种类型：一是从

研究性大学引进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二是从行业或企业引进的技能型人才，三是院校升格时部分属于

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这三类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专业实践技能并不在一个层面，但高职院校在指定

师资培育政策时往往未能将其加以区别，而是一个培育模式适用于所有人，其结果往往是学校花费精力

物力财力投入教师专业发展的策划和组织，为教师搭建专业发展平台，但却偏离了教师的实际需求。在

教师层面，其实际发展需求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而是疲于应付学校层面组织的各类专业发展活动，

则容易处于被发展的状态，无法达到应有的专业发展成效。 
(三) 系统支持的缺位。高职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教师个体、学校层面、企业行业和政府层面的多方互

动方能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在国家和各省市层面都十分重视教师专业发展。教育部每年单项设立大量

经费资助高职院校教师参加培训、赴企业顶岗实践等，称之为高职国家级培训项目。各省市亦根据各自

实际组织高职省级培训项目，支持本省市高职教师专业提升。上述路径为高职院校专业发展提供良好的

培训基地，然而仍然无法解决高职教师专业实践技能上的短板。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自有其特性，政府、

行业、学校、企业四方须形成联动格局。但从目前的情况分析，企业参加校企合作的热情并不高，更确

切的说，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动力，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到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历程种。

因此，在外部支持系统上，并未能形成良性支持和最佳合力。 

4.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 提高高职教师对于自我专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教师专业发展其首要条件是教师个体要对自身

专业发展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知。只有教师个体认知到专业发展对于高职教育发展、对于高职教育人才

培养工作的重要性时，教师个体才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成长欲望和成长需求，投入到高职院校组织系统内

外部策划组织的一系列专业发展活动中。因此，我们倡导高职教师走自我发展之路，自我剖析专业发展

需求，并与组织期望相结合，主动争取外部系统的资源支持，朝向更完善的高职教师发展。 
(二) 激活高职教师专业成长机制。首先，可通过制定高职教师“准入”标准，无论属于上述三类人

员中的哪一类，都需达到高职院校指定的这一“准入”标准。并把好入口关，所有教师无论来自研究型

大学，或者企业，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均需达到标准方能上高职讲台授课。这就避免了教师在进入

教学现场后无法适应学校层面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其次，高职院校师资管理部分在制定教师专业发展

促进制度时，要对三类教师的个性和特性有所考量，避免一项模式适用于所有人。 
(三) 建构校企共同体的教师专业发展平台。首先是激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

没有企业的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无法达成办学目标，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亦只能成为一纸空谈。其次是政

 

DOI: 10.12677/ve.2018.71002 9 职业教育 
 

https://doi.org/10.12677/ve.2018.71002


林惠琼 
 

府层面要出台相关激励机制，对参与校企合作，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外部支持的企业基于奖助或税收优

惠。再次，学校与企业要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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