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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背景下，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政策文本的梳理，发现中职学校存在着看重证书不注重实际

操作能力、“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达不到产业发展要求、对“双师型”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不到位、教

师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等问题，基于此，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落实，加强校企合作，对学校的教

师培训考核制度进行完善以及强化教师自身的发展意识，各部门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提升“双师型”

教师的实践能力，从而提升整个中职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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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develop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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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education. By combing through the text of the policy on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in China, this study finds tha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ave some prob-
lems, such as valuing certificates rather than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ability, failing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actical ability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in-
adequat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and weak self-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eachers. Based on this,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streng-
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
terprises, improving the school’s teacher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consciousness of teachers themselves, all departments work together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vel of the entir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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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关乎其师资队伍的发展，为更加全面提升“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质

量，首先对实践能力要有清晰认识：“双师型”教师需要熟练掌握实践教学过程中所包含的知识结构，

能够将职业背景知识、实践标准、实践体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备实习指导、实训指导等方面的技

能技巧、能够熟练运用车间中设备[1]；能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熟练地完成工作任务，为企业创造经济

利润。仲友[2]提出“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能够让教师将

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引入专业课程，将职业岗位操作技能转换为指导实践教学的能力。蒋宗珍[3]强
调一支即精通理论又擅长实践操作的“双师型”教师团队是保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特色的关

键，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也有助于推动教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另外，提高“双师型”教师

的实际操作能力被视为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需求。通过多种途径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是《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内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通过对国家

颁布的“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相关文件梳理，分别从政策发布及执行、校企合作方面以及教师自主

发展意识方面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对策。力图使“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能力能够得到提升，进而提高

中职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 

2. “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相关政策梳理 

新时代，“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重要举措，“双师型”教师植根

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普通高中向职业高中教师的转型中技能型教师大面积缺乏的环境，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高职高专实践。回顾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政策文件(见表 1)，大致将“双师型”

教师实践能力的相关文件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步探索阶段(1995~2000 年) 
1995 年原国家教委《关于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的通知》中指出：要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结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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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实践能力，其中 1/3 以上的

达到‘双师型’”教师，“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基本达到‘双师型’要求。”随着职业教育的发

展，国家对于示范性职业大学的“双师型”教师要求扩大到所有中、高职学校。1997 年，原国家教委《关

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建议》(教计〔1997〕95 号)中规定：“每个专业至少配备副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 2 人，中等职业技术职务以上的本专业非教师职称系列的或‘双师型’专任教师

2 人”。1997 年首次召开的全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职教师资工作以建设“双师

型”师资队伍为重点，今后中等职业学校要不断提高教师队伍中的“双师型”教师所占比重，至 2010 年，

“双师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不少于 60%。  
1998 年 2 月发布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教职〔1998〕1 号)中就提

到，鼓励教师要深入企业一线锻炼，提升专业课教师的实践技能。同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贯彻十五届三

中全会精神促进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意见》(教职成〔1998〕1 号)中指出提高“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就要注重教师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开展多样化培训，加强考核，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与能工巧

匠进校为兼职教师。由此可见，此时的职教领域已经开始注重授课教师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 
(二) 深化发展阶段(2001~2017 年) 
进入 21 世纪，在 2001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十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教职成〔2001〕10 号)明确提出专业课教师要提高技术技能，多参加培训和训练。2002 年 8 月国务院发

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强调职教教师必须到企业

开展实践考察，明确职教师资应该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重视职教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

2014 年 8 月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教师〔2014〕5 号)中，提出对“双师型”教师的

更高层次培养，全面发展全方位素质、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娴熟的专业技能、理论和实践并重。2016 年

10 月发布《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 年)的意见》(教师〔2016〕10 号)注重“双师

型”教师队伍的师德、素质、技能、结构及专兼层面的建设，明确指出增强“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

训。这一阶段进一步强调教师要到企业去开展实习考察，对实践能力的锻炼提出更高要求。 
(三) 逐步提升阶段(2018~至今) 
2018 年 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将技术技

能水平和专业教学能力一并纳入“双师型”教师的考核指标。同年 3 月发布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教师〔2018〕2 号)充分肯定较强的技能技术是“双师型”教师的秘密武器。2020 年 9
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中指出要实施新一轮周期的“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要求职校教师参加 5 年一轮的全员培训，“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应

该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建设的责任。2022 年 5 月《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

中提出要推动教师企业实践、实施兼职教师特聘岗位计划、建设兼职教师资源库，不断加强职业教育教

师队伍建设。本阶段将“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和理论知识纳入考核，对双师水平提出要求。 
我国关于“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政策，显然从提出“示范性职业大学”之时就提出要有具备专

业实践能力的教师，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对于实践能力的要求逐步提升，从一部分具有专业实践能

力的教师到建设“双师型”教师团队，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占比，这一现象表明凡是职业院校教师，

有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具备专业实践能力的，所以便由“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教师”的要求，转而强化“双

师型”教师团队建设。由此可见整个政策的制定是为“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用心布局。从 1998 年开

始，政策鼓励教师去生产一线锻炼，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入 21 世纪后更强调教师深入生产一线考

察锻炼，全面发展全方位素质，具备丰富专业知识和高超专业技能。并主张将技能水平和专业教学能力

纳入考核，要求职业院校进行 5 年一轮的全员培训，这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更近一步的加强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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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肯定了技术技能是“双师型”教师区别与普通教师的杀手锏，是“双师型”

教师的秘密武器。 
 

Table 1. Text of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double-skilled”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22 
表 1. 1995~2022 年我国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相关政策文本 

编号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1 《关于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的通知》 1995.12 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 

2 《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建议》 1997.9 教育部 

3 《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 1998.2 国家教育委员会 

4 《关于贯彻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

务的意见》 
1998.12 教育部 

4 《关于“十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2001.11 教育部 

5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2.8 国务院 

6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 2014.8 教育部 

7 《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 年)的意见》 2016.10 教育部、财政部 

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 
2018.1 中共中央、国务院 

9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 2018.3 教育部等五部门 

10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2020.9 教育部等九部门 

11 《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 2022.5 教育部办公厅 

3. 中职“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 看重证书，不注重实际操作能力 
在 1999 年 6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

9 号)中明确职校要重点吸收企业优秀技术人员做教师，要求“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教师资格及其他专

业技术职务。《决定》首次对“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出了要求，对什么是“双师型”教师做了初步界定，

并初步指明“双师”建设方向。2001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十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教职成〔2001〕10 号)中，客观上更侧重于强调中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数量和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学历等硬指标达标问题，导致一定程度上忽视教师真正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素养等软指标。2005
年 8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 号)中提出，要大力支持职教教

师的专业技术提升工作，教师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水平考取本专业以外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这一

时期更加看重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实践性，大力支持有能力的教师向上发展，但仍以证书为重要参考，

仍旧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随着政策的不断颁布和落实，对于教师实践能力提出一定要求，但是

由于政策制定之初，过多的侧重于“双证”的获得，没有特别要求“双证”之下要具备的实际操作能力，

以及在教师资格划分、入选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不一致性，导致“双师型”教师的认证过多注重证书考

取，忽视实践操作能力的达标。一些职业学校认定“双师型”教师时也会机械按照“双证书”的标准，

导致“有证无能”“有能无证”的现象普遍发生。众多学校在招聘教职员工的过程中，仍然以学历作为

首要考虑因素，忽略了对教师实际操作技能的评估。这样的选拔标准会导致“双师型”教师的师资团队

出现理论素养高但实操技能不足的情况，这不仅会影响到教学品质的提高，同时也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求，不能有效地培育多元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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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力不足，未达到产业发展要求 
目前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师资主要有四个来源，分别是师范类院校、综合类大学、职业技术高

等师范类院校、企业行业。其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的教育教学理论

基础、突出的科研能力等，但此类教师，缺乏实践能力以及在岗位生产、实践和服务的经验；来自职业

技术高等师范类院校的教师也面临同样问题，无法兼顾理论与实践操作，虽然该类教师在专业理论知识、

教学理论层面表现出色，但缺少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岗位实践经验；来自企业、行业的工程师或者技师，

此类教师实践经验和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实践操作动手能力强，不足之处是教师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理

论有待进一步提高[4]。这些现象反映出一个问题，教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不相匹配，要么是实践技

能高超、理论知识欠缺，要么是理论知识齐备和实践技能欠佳，导致其自身理论与实践不能相互配合。 
“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达不到产业技术发展要求。指导实践教学、课程改革、社会服务等要求

职业学校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而目前培养教师专业技能主要通过“双师”培训基地学习、企业跟

岗学习等方式。“双师”培训基地由教育管理部门认定，组织方从师德师风、教学模式、课程改革以及

生产技能等进行系统性培训。由于大部分“双师”培训基地设置在高等学校内，存在缺乏真实生产实践

场所、受训教师不能感知不同行业生产过程、普适性的技能训练以及专业技能提升难等问题。很多中职

学校鼓励教师深入企业跟岗学习，提升实践技能的方式弥补“双师型”培训基地存在的缺陷，但是，目

前企业对培养教师实践技能不积极，导致深入企业锻炼流于形式，提升受训教师实践能力的效果达不到

预期效果。 
(三) 缺乏培训，考核评价机制不到位 
“双师型”教师教学技能提升方法缺乏针对性。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具备过硬的教学技能才能

实现知识传授、技能指导的目的、职业学校教师在校学习期间缺乏教学方法、课程改革、课程设计等训

练，而来自企业的教师虽然有实践能力，但是同样也缺乏教学技能。目前来说，职业学校对于提升教师

教学技能的方法主要是组织教师参加教学能力培训班，但是目前这种培训班对于教师的学习成果缺乏严

格的考核，并且培训时间有限且方式相对单一，导致难以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采取“老带新”

的方式，即资历老的教师指导新教师的教学工作，包括新老教师相互听课、共同备课等，但是这样一来，

由于新老教师的教学任务本就繁重，造成交流不够、备课时间不足等，老教师从教学方法、课程设计等

方面的指导也缺乏针对性；采取派教师参加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的方式，教学能力比赛可以考核教师的综

合素质，适用于已经具有教学技能的教师，不适用于刚入职的新老师。这一系列操作对教师的实践能力

提升无法提供针对性的措施。 
“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不完善。合理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是激励“双师型”教师积极提升自身实

践能力的重要外部推动力。由于“双师型”教师的特殊性，对于“双师型”教师的评价还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原有的教师考评机制来评价“双师型”教师。实践过程是一个动态的

展现，对中职学校教师的评估和评价制度主要基于他们的阶段性教学能力和基础学科的教学质量来作出

判断，因此既能教授理论又能指导实际操作的“双师型”教师是应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包括了他们在理

论实操两方面的授课技能、全面教育教学的表现情况及其课堂领导力等三项指标作为其业绩考量的重要

依据。故此需要改进当前的职称评审体系以适应新的需求，并重新审视“双师型”教师的工作成效评分

标准，确保他们的灵活性和可变度以便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最大的潜力。 
(四) 内驱力差，自主发展能力需加强 
理念在推进事务和组织的过程中具有导向作用，教师必须能够形成对其价值的认可、洞悉其深切的

内涵价值，才能从精神和行动上提升自身的教学实践能力。反之如果教师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发展的态度，

那么无论制度如何约束、政策如何引导，教师自身实践能力的提升始终是一个难题。“双师型”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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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提升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自身实践能力的完善、自主发展意识的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的强

化、课证融通教学本领的掌握、教育科研能力的生成都需要教师自主发展的动力和意识的驱动。自主意

识发展不足使得教师欠缺自身的角色追寻意识，不能通过自主的教学探索和企业实践锻炼发展自身专业

能力。使得教师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学习，忽视实践教学，导致学生在跟随教师学习的过程中同样

也是学到一些理论知识，到了实际生产的过程中，便乱了阵脚，遇到实际生产过程中的问题不知如何应

对，这都是实际操作少，实践锻炼少的问题展现。问题追溯起来也是教师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是教师自

主发展意识薄弱的体现。 

4. 中职“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策略 

(一)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落实   
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离不来政府、中职学校、行业企业以及教师自身，只有

各方形成合力，构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在针对“双师型”教师录用方面，虽然 2019 年颁布的《深化新时

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已明确规定，自 2019 年起除持相关领域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毕业生外，职业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

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自 2020 年起，除“双师型”职业技术师范专业毕业生外，基本不再

从未具备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中招聘。但是由于人员匮乏，在人员录用时还是以学

历作为主要条件之一。此时就应发挥政府作用，加强顶层设计。 
在教师招聘过程中，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落实，不能只关注教师的学历条件，要把重心放在教师

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上来，录用前对实践能力与学历水平进行综合测评，择优录用。解放思想、开拓思路、

大胆探索，进行制度创新与体系创新。政府要加强对于教师实践能力的顶层设计与宏观统筹，进一步创

新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模式、培养培训目标、路径、措施和要求。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奖惩机制以及激励机制保证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培训，运用法律手段对教师实践

能力培养培训加以约束与保障，使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与此同时，各部门要通

力合作、相互配合，只有各部门相互协调，才能使政策更好落地，展现出应有效果[4]。 
(二) 深化校企合作，双方协同育人  
“双师型”教师的理论与实践能力不相适配，实践能力达不到产业技术的发展要求，主要是由于校

企合作的不深入导致。首先，企业重视实践能力培训过程的组织控制与管理，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

对于方案的设计要有宏观的把握以及管理过程中的及时跟进。企业需要着重让教师从认知性的企业实践

转变为能够在企业具体岗位上的锻炼；在企业实践过程中，应该给予教师具体的任务与问题，而不是简

单了解企业的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基本的信息等等。其次，企业以项目形式对接教师企业实践，提供教

师“三段式”企业实践培训过程：企业给予教师进岗培训、职业素养培训、职业发展培训；给予顶岗培

训以及具体岗位体验；给予教学法培训，教授教师如何转化企业中所学习的实践技能和岗位操作规范。

最后，要注重与企业需求结合，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相适应。教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和技术攻关的同

时，企业也注重对教师岗位关键能力、职业素养的熏陶与培养[5]。 
“职教 20 条”提倡职业教育机构通过与企业的协作来推动学校和公司共同培育人才的进程，这不仅

涉及到对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还包括提高对教师的专业技巧、研究能力和科研水平等。 
根据“双师型”教师的发展规划定期安排教师进行下企业锻炼，在下企业锻炼期间，教师不仅要跟

技术人员学习生产技能，还要了解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在教师

结束企业锻炼之后，要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岗位技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对实践技能的要求，对照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炼专业核心技能，制定专业实践项目；对下企业实训之前的技术技能与行业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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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新规范的差距，制定专任教师技术技能提升和实践教学项目的优化完善。在校企共同努力下，

培养一批具有道德高、教学能力强、技术技能高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三) 完善培训考核，提升实践能力 
构建教师课堂技能训练体系，针对性提高老师课堂把控、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的教学技巧；扩大

教师培训的范围、丰富教师培训的形式、提供多种机会对教师开展实践技能的培训，让“双师型”教师

按照自身特点选取所需培训的教学内容，以便有针对性的增强其自身的教学能力。 
形成全方位参与并涵盖多种角度的全面测评体系。首先是采用包括学期评审、年度评审及三年的聘

用期限评审等多种形式来逐步对教师进行全面评估；确立多个独立的评分主体，除去传统的学员评价、

自我评估与同僚互相评估外，还可以加入由监督专业、行业专业或其他学科小组所做的评估，从而获得

更为客观准确的结果。其次是对“双师型”教师的技术技能考核，不仅要关注他们的研究能力和理论知

识，还要对其教育实践的效果作出最后的检验。这可以通过对实验课程的评估、学生的实习操作能力的

测验以及教师的教育成果转化为现实价值等方面的方式实现。此外，职业学校和应用型的大学、应用型

的本科学校及其他实践机构之间应加强联系，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推动高校、公司、政府等主要

角色共同培育教师的长期计划。最后，学校要完善考核内容，提升“双师型”教师内涵，打破终身聘任

制。我们需要灵活地运用评估准则，并使用可变量的计量标准。我们要摒弃长期以来的过分重视教育背

景、职位等级和出版物数量等评判方式，不再过度关注“双师”类型的教师所承担的研究责任、文章篇

幅和课题申报情况等方面的定量因素，而应更加看重他们的教学表现和实际成就，降低他们对于研究工

作的指标与期望。 
(四) 增强自主意识，促进技能提升 
教师的自主成长意识是指他们能够充分利用个人主观能力，激发责任感，积极挖掘个人潜质，设定

合理的职业前进目标，制订实施可行的发展策略。通过自我监督、评估和反思的方式，主动提升自己的

专业技术能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成长主要取决于教师自身，教师的自我发展意识是教师实践能

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只有当发展成为教师的自主选择时，教师的专业发展才能具有持续的动力。教师要

想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提高自我发展的内驱力，通过提高自主发展意识，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计划，

由此来提升教师实践能力的发展。 
首先，教师要明确具体的目标，能够聚焦问题。有目的的企业实践效果远大于没有带着实际问题去

企业实践，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或者在企业一线岗位上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或者通过实践得到初步研究成

果，同时教师也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企业服务。其次，转变教师观念，教师在企业实践过程中需

要主动观察、主动讨教、主动学习。教师自身要有意识去增强自身实践能力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态度

与动机，提高教师自我管理策略，督促教师不断自我成长。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教师实践能力的发展

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职业教育的职业性，要求教师根据企业岗位用人要求，不断调整实践教学活动，满

足企业岗位工作内容的不断更新，这要求教师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保持实践能力发展动力。最后，教师

是在接手具体教育教学岗位之后作为教育教学工作者再进入到行业企业实践，教师必须了解自身所欠缺

的方面以及对应教育教学的需要，然后去相关的行业企业学习或者岗位群，学习专业新知识、掌握新技

能。通过教师企业实践，帮助教师丰富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及改进日常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 

5. 小结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

有效途径之一。本文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的梳理以及现状的分析，从校企合作、学校的考评机制以及教

师自身的内驱力出发，从学校的培训考核、校企合作以及教师自身的发展意识入手，提出一些可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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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希望能为后续“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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