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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水平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是引

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明确提出要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

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着重要求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

高计划”）和《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方案》更对教学创新团队教师能力、校企合

作、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成果推广等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因此，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重新思考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对更好地分工

协作实施模块化教学，更有效地在1+X证书制度

下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及进行课程体系开发，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
设存在的问题

“双高计划”将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列为十

大改革发展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培育引进一批

行业有权威、国际有影响的专业群建设带头人，

着力培养一批能够改进企业产品工艺、解决生

产技术难题的骨干教师，合力培育一批具有绝技

绝艺的技术技能大师”，以打造数量充足、专兼

结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队伍。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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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公示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涉及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Web前端开发、人工智

能技术与应用等14个战略性重点产业领域和民生紧缺领域

的120个团队获批立项建设单位，另有2个团队获批培育建

设单位。这标志着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国家队”已然诞

生，旨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

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的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已经全面铺开。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践发现，当前职业教

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团队发展目标不明确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团队成员大多以独立完成教学工作

为主，在社会服务、技术技能创新、专业发展研究等方面的

作用不明显。教师团队建设仍以“教师岗位”为核心开展，

未能有效开展分类分层次培育。教研活动往往以申报教改

课题或发表相关论文为目标，缺乏统筹安排，部分双师型教

师缺少实际项目经验，专业知识停留在理论阶段，不能有效

开展企业技术服务。团队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不完善，近

期、中期和远期目标指向不明晰。

（二）团队结构不合理

高职院校教师团队以学校教师为主，在专业结构、年龄

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兼职教师比例结构等方面存

在不合理之处。受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企业的能工巧匠

和工匠大师很难真正引入到教学团队中，即使引进来，兼职

教师由于在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再

加上培训工作和监督考核跟不上，相应的待遇报酬不能及

时兑现，难以保证兼职教师在授课时的教学质量。此外，教

学团队的带头人往往身兼数职，在团队建设方面不能完全

参与，“头雁”效应作用不能很好发挥。

（三）团队成员凝聚力不强

目前的教师团队往往是因为建设专业群的需要硬性凑

合在一起，没有进行充分地研究论证，未能对教师专业能力

和教学资源进行有效融合。团队成员一般承担各自的授课任

务，成员间在专业方面深层次交流合作较少。团队建设过程

中还存在过于依赖部分骨干教师的情况，不能形成有效的合

力，成员团队认同感与归属感差，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团队培训体系不完善

各个院校虽然制定了一些教师培训的相关制度和规

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想方设法鼓励教师到企业实

践锻炼和参加各类培训项目，以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但在实施过程中，学校的顶层设计缺失或者不够完

善，甚至缺少过程监控和有效评价，致使很多相关培训以及

学习活动流于形式，对教师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和实践操作

水平提升没有明显帮助，达不到预期效果。

（五）考核激励机制不到位

教师团队的考核周期短，缺少长期的团队成长规划评

价，很多学校考核时以量化的教学类成果指标为主，难以体

现教师在实践教学、社会服务、专业研究等方面的过程性作

用，尤其是一些隐性的劳动付出没有很好体现。另外，教学

团队不是行政部门，能支配的资源非常有限，如果考核激励

形式单一，根本无法保障团队成员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回报，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二、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路径

淄博职业学院2019年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学校建设

单位，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成为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

设专业群。同时，电气自动化技术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也入选

国家级职业教育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与

维护专业领域）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学校以国家级电气自动

化技术专业群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统领，围绕如何打造高

水平团队、如何实施“三教”改革、如何进行团队评价与激

励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形成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大师引领与国际化赋能，打造高水平结构化双师

型教师队伍

1.引聘专家学者和技能大师，提升教师教学管理和科

研能力

落实“引才引智、校企共育、进阶培养、双优评价”四

项行动计划，柔性引进专业内知名院士，聘请知名专家学

者，发挥其在专业领域的高端引领作用，指导师资队伍建

设，开展技术服务，促进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聘请国家著

名职教专家、行业企业领军人物等从事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研究，指导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深化课程改革，提高教

师的教研能力。发挥院士团队领衔、“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示范带动作用，以技能大师、首席技师、现代工匠等为核心

组建结构化团队，承担政府部门、协会、行业企业及职业

院校的技能革新、技术协作、技能研修等项目，实施技术改

革，解决技术难题，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

2.国际化赋能，提升教师育人能力

引入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聘请境外专家担任客座教

授，指导专业群建设。搭建教师到境外访学研修、学术交流

和培训桥梁，培养双语化师资队伍，助力专业群开展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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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培养具有先进职业教育理念，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

化沟通能力的国际水准教师队伍，为“一带一路”走出去企

业服务，为学生境外实习、就业服务，提高教师的育人水平。

3.校企双元育人，打造专兼结合“双师型”教师队伍

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

训基地。采取“全员轮训”“进企入厂”等多种形式，开展教

师实践技能培训提升，培育国家级技术技能大师、职业教育

高水平专业双带头人。落实“百名企业家、百名工匠（大师）

进校园”行动计划，从行业企业选聘优秀企业家、大师工匠

担任学院产业教授、客座教授。聘请“中华技能大师”“全

国技术能手”“金牌工匠”等领军型高技能人才，具有绝技

绝艺、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高技能人才技术特派员，充实

到教师队伍中，激发行业企业人员参与教育教学的积极性，

打好“组合拳”，形成“战斗力”，校企双方互惠双赢，实现

人才共享、资源共享，共同促进专业建设。

近年来，团队成员承接地方、企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24项，到账金额1000余万元；师资团队成员获得专利65项，

其中发明专利5项，实现成果转化2项；10余名成员被企业聘

为技术指导专家，打造了一支梯队合理、专业能力突出的优

秀师资团队。

（二）“五阶”培养与“四维”培训，构建教师个体发展

培养培训体系

1.实施“五阶”培养

依托教师发展中心的数据管理和评测分析，按照新任

教师、合格教师、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领军人物五阶段，

构建全程化、进阶式教师职业发展培养体系。通过职前教

师资格培养、入职职业素养培训、在职参加高级研修班能力

提升、下企业实践锻炼等形式，重点在师德师风、教科研能

力、创新创业、信息化技术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等方面为教

师提供分阶段、立体化、渐进式培训，建成大师工作室、名

师工作室，搭建技能传承技艺平台，培养一批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打造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强化“四维”培训

制订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立足学生成长成才，从教学

能力、科研与技术服务能力、学生教育管理能力、实践能力

四个维度，全方位开展培养培训。实施教师培养“双导师”

制，依托企业产业教授、工匠（大师）及专业群教授对青年

教师进行“二对一”分类指导，开展“讲好1门课、指导1项创

新创业（技能）大赛、主持1项课题、对接1个企业、结对1名

工匠大师”活动，提升教师的学生教育管理能力与社会实践

能力。通过国内外访学研修、示范课、公开课、技能比武、

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强化教师岗前培训、岗中实

践、岗后提升，发挥团队带头人领航者的辐射带动作用，组

织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

制定课程标准和实训条件标准，做到共同备课、切磋经验、

观摩研讨，从而产生协同效应，促进教师个人成长，团队成

员专业水平整体提升。

通过对团队教师的分层培养，教学团队成员主持完成

省级教学改革项目7项，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4项，省

级教学成果特等奖3项、一等奖2项，入选全国优秀教育教学

改革案例1个，全面提升了团队教师专业能力和发展水平。

（三）制度先行与指标引领，优化绩效激励机制

1.完善团队建设制度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建立

健全分层分类的职教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明确新时代“双师

型”教师要求。二是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明确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改革思路。三是围绕团队建设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

学校应从团队的目标任务、准入标准、遴选机制、主要职

责、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界定，对团队建设实行过程监控及

目标管理，实现团队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2.健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实施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开发基于国家级职业教育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关键绩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常态

化、可持续发展的绩效评估、诊断改进、考核评价和激励奖

惩机制。坚持公平公开原则，从教学、科研、生产、实训、创

新五个方面实施考核，重点考核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质

量、教学建设、技术开发、工艺革新、科技成果转化等，引导

教师找准自身优势和发展方向，提高考核评价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实行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企业评价等

全方位、多形式综合评价模式，激发教师工作动力，全面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

3.优化绩效激励机制

通过薪酬制度重大改革，构建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对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技能大赛、社会服务等重大质量工

程项目中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员，加大职称评审等权重。制定

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紧缺人才薪酬管理制度，完善高

水平成果奖励办法，积极探索构建以岗位绩效工资制为主

体，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多种薪酬方式相结

合的多元化薪酬体系，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

利用各类激励措施，电气自动化技术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建成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培育“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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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3名，全国模范教师1人、省教

书育人楷模1人、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1人、省高校优秀共产

党员2人，对团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三、小结

建设高水平教师教学团队是“双高计划”背景下职业院

校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措施，也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的根本保障。在团队建设过程中，标准化、层次化、模

板化设计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要进行顶层设计、科学规划、

有效监控，全面提升团队成员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国

际化交流等方面的能力，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

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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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Innovation Tea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high Plan”

Zeng Zhaoxiang, Li Liangming

Abstract  Building a high-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teaching innovation tea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lea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s. With the successiv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new polic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ouble-teacher  teams,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pla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team of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innovation become the team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Th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teaching innovation team construction has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team development 
goals, unreasonable  team  structure, weak  team cohesion,  imperfect  team  training  system,  and  inadequate  assess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Zibo Vocational College comb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major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fessional  field)  teachers’teaching  innovation  team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building a high-level  structured double-qualified teacher  team, building a  teache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raining system,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innovative team,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eam members in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al service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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