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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 ”教师的内涵与外延

　傅　荣①

(株洲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双师型 ”教师的内涵首先是教师 ,他们应该是立足于职业院校现实 ,兼顾各个产业、专业 ,体现职业院校教

师的特色的这样一种群体。要确定一个教师是否是“双师型 ”教师 ,不能仅从职业、教师等资格证去认定 ,还要考虑

其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和能力以及受学生欢迎的程度 ,从事实践或培训的经历等多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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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投入 ,各职

业院校逐步认识到 ,要培养出满足生产和服务第一

线需要的具有综合专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技术应用

型人才 ,必须依赖于“双师型 ”教师。但是 ,长期以

来 ,崇尚理论、轻视实践 ,看重学术、鄙薄应用技能的

倾向 ;或在理论上强调理论的应用能力 ,而在实践上

轻视掌握理论的宽泛性和系统性倾向 ;或过分强调

能力性而忽视人的思想素养的培养倾向 ,都是对

“双师型 ”教师的误解 ,各种顾此失彼的认识将严重

影响和制约“双师型 ”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对

“双师型 ”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构建造成难

以弥补的损失。因此 ,有必要对“双师型 ”教师的内

涵和外延作进一步界定。

一 　“双师型 ”教师的内涵首先是教师

“双师型 ”教师概念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社会对

职业教育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偏差 ,职业教育中普遍

存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轻实践、轻能力培养和知识

应用的现象提出的。但它所针对的主要是职业院校

的专业课程教师的发展问题 ,而忽略了职业院校教

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基础课程教师。[ 1 ]职业

院校的“双师型 ”教师 ,其身份首先便是一位教师 ,

如果不具备教师所必备的职业道德、业务能力 ,那其

首先便不够格为教师 ,更不要谈“双师型 ”了。因

此 ,在探讨“双师型 ”教师内涵的问题上 ,有些观点

围绕教师的职业道德、师德修养、教育教学能力等教

师的基本行为、能力方面纠缠 ,不仅不利于澄清“双

师型 ”教师的本质 ,反而只会使“双师型 ”教师的概

念更加复杂化 ,使“双师型 ”教师的标准降低。[ 2 ]

当然 ,职业院校的教师应该有自身的特色。主

要表现便是侧重于职业技能 (含理论与实践能力 )

方面。“双师型 ”教师不仅要精通专业理论 ,而且还

要熟悉专业实际操作过程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用精

湛的教学语言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 ,用娴熟的技术

在实际操作中指导学生。

二 　“双师型 ”教师应能覆盖各个产业部门的

各个专业群

2004年 ,教育部办公厅在《关于全面开展高职

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 》(教高厅

[ 2004 ]16号 )中的附件一《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

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 》中 ,对“双师型 ”教师内

涵解释为 :双师素质教师是指具有讲师 (或以上 )教

师职称 ,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 :有本专业

实际工作的中级 (或以上 )技术职称 (含行业特许的

资格证书及有专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评员资格

者 ) ;近 5年中有两年以上 (可累计计算 )在企业第

一线本专业的实际工作经历 ,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

教师专业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书 ,能全面指导学生

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近 5年主持 (或主要参与 )两项

应用技术研究 ,成果已被企业使用 ,效益良好 ;近 5

年主持 (或主要参与 )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

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 ,使用效果好 ,在省

内同类院校中居先进水平。

这个文件中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双师型 ”教师

的相关规定似乎主要针对的是理工科专业 ,而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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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专业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 ;从产业部门看 ,似乎

更多的是针对第一、二产业的相关行业、部门 ,而对

第三产业关注不多。但按照目前各个产业部门的就

业人数和就业岗位来看 ,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岗

位远远地多于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公布全国 11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 2006年第一季度

职业供求状况信息表明 :从总量结构看 ,第三产业的

用人需求依然占主体地位 ,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

数所占比重依次为 2. 7%、36. 6%和 60. 7%。尽管

第三产业的专业建设对教师实践经历的要求可能没

有第一、二产业的那么迫切 ,但同样需要了解企业、

行业的最新要求、最新标准 ,及时更换教学内容。目

前的文科教材 ,其内容滞后于实际要求已经是一个

不争的现实。例如 ,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如果完全

按照统编教材的内容去要求学生 ,在实际工作中 ,他

们可能连前厅和客房的服务都会感到无所适从。

三 　“双师型 ”教师应体现对学生职业能力培

养的指向

教师所具备的各种能力 ,其最终目的在于能够

转化为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 ,引导其掌握更多的知

识 ,具备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 ,做好培养学生

职业能力为指向的“双师型 ”教师 ,在思想上应该具

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要热爱职业教育事业 ,具有敬业

态度和奉献精神 ,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以远大理

想、宽阔胸怀、崇高品德、渊博学识和精湛的教艺教

育学生 ,为人师表 ,成为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

导师。他们应该具有广博和精深的知识结构 ,懂得

信息网络等新技术 ,掌握本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国内

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及最

新成果 ,在能力上必须具备各种现代教育技术和传

播设备的操作、演示、和检测等多种技艺 ,具有专业

实践经历和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及科技开发、科技

服务能力。总之 ,“双师型 ”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各方

面的学习榜样 ,身体力行的楷模 ,这样才能使学生在

受教育中潜移默化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今后的职

场打拚中如鱼得水 ,应对自如。[ 3 ]所以我们要评价

一个教师是否是“双师型 ”教师 ,不能仅从职业资

格、教师等资格证书去认定 ,还要考虑从其职业道

德、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从事实践或培训的经历等多

方面入手。[ 4 ]

基于以上对“双师型 ”教师内涵与外延的分析 ,

结合实际工作中对职业院校教师的要求 ,我们认识

到 :“双师型 ”教师是为职业教育服务的教师 ,是具

有较高思想素质、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丰富的实践

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操作能力的教师。这一对“双师

型 ”教师的思想素质、学识、经历和能力的较高要

求 ,可以更好地引导广大教师不断追求职业教育的

更高目标 ,有利于职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整体素质

的提高。“双师型 ”教师概念的界定不仅关系教师

个人素质问题 ,而且会影响职业教师队伍的整体结

构调整 ,关乎职业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总之 ,不论是

教育行政部门 ,还是职业院校本身 ,都应该把“双师

型 ”教师队伍的建设和评聘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

程上 ,调动和保护广大教师争做“双师型 ”教师的积

极性 ,鼓励他们学技术、强能力 ,在职业教育的各个

方面全面提高自己的素养 ,为职业教育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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