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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实施者，不仅对学生的职业定位、职业规划、职业能力素养

等具有极其重要的针对性影响，而且还是专业发展、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环节的直接核心参与者。本

文认为专业教师在职教人培质量中具有关键地位，其实力水平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办学水

平。而专业教师的认知及核心能力主要来源于一线实践，其只有在一线职业实践中长期锻炼，敏锐洞察

市场发展，才能科学而理性地去分析和总结职业岗位真实能力需要，切实理解专业的发展内涵，最终推

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本文总结了专业教师参与一线实践的价值、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具体因

素和应对策略，这些探讨对推动专业教师参与一线实践工作、提升职业能力素养、提高职教人培质量等

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专业教师，一线实践，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Front-Line Practice 

Chuan Li, Meilin Zhang, Yong Qin, Juan Tang, You Li, Jie Gu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eaching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Nov. 9th, 2022; accepted: Jan. 3rd, 2023; published: Jan. 9th, 2023 

 
 

 
Abstract 
As the specific implementer of “preaching, imparting and solving doubts”, professional teachers 
not only hav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rgeted impact on students’ career positioning,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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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quality but also are the direct core participant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ing reform,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other links. This paper holds that 
professional teacher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quality of in-service education, and their actual ability 
level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level and school running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professional teachers’ cognition and core competence mainly come from front-line practice. Only 
by long-term training in front-lin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keen insight into the market devel-
opment, can they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real ability needs of 
professional posts, earnest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ulti-
mat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value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front-line practice, specific fact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with low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These discussions have reference value 
in promot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front-line practice, improv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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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快速提高，社会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越来越迫切。高

技能型人才的输出，主要源头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而人才高质量培养的关键就在于双师型教师的能

力水平。双师型教师的关键就是参与一线实践，获得企业生产一线实践经验。 

2. 专业教师具有职业实践和教育教学的双重属性 

2.1. 专业教师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 

在职业教育中，“职业”是灵魂，是基本特征。而能充分体现该“职业”属性的人就是专业教师。

专业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学习的促进者、课堂的设计者，还是将知识转化为生产的生产

者、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指导者、社会服务者、职业岗位能力设计者、市场发展风向的观察者。因此，

专业教师的技能实践角色对学生的职业定位、职业目标、发展方向、职业能力素养等具有极其重要的针

对性影响(见图 1)。 

2.2. 专业教师是职教改革的重要角色 

专业教师不仅是课堂上的教学人员，还是专业发展、教学改革、课程建设、信息化建设、教学资源

库建设、教材建设等环节的直接核心参与者，是职业教育一线具体改革实施的“操盘手”。而职教改革

是围绕职业岗位能力需要的前提下进行的，其一系列建设若脱离一线教师的参与，职教改革将犹如“空

壳”，只有形式，没有根基(见图 1)。 

3. 专业教师参与一线实践的价值 

3.1. 认识职业岗位能力和产品需求信息 

专业教师在市场一线岗位实践，对行业企业实际工作现状、发展趋势、职业岗位能力需要、产品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10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川 等 
 

 

DOI: 10.12677/ve.2023.121002 11 职业教育 
 

务需求变化、毕业生质量等具有一手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三

教改革”等职教改革政策的推进，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驱动的专业建设动态调整，有利于人才培养模式

的思考，有利于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化，有利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Figure 1. Dual attributes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图 1. 专业教师双重属性 

 
近十年，部分职业学校的淘汰、兼并和转型等情况，无不说明他们没有跟上时代快速变革的步伐，

没有嗅出市场对产品服务需求快速变化的气味。若说学校领导层是中枢神经，那专业教师就是职业场的

末梢神经，理应对市场职业和产品服务的需求变化提出最直接切实的看法和建议，为学校专业建设和发

展出谋划策。 

3.2. 提高理实能力和“双师”素养 

专业教师对专业的认知水平，能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个人的专业知识水平。教师在专业方面的发展除

了理论能力，还有实践能力的发展。专业教师一般都是高学历知识分子，拥有较高起点的理论水平，但

知识的熟练运用和专业内涵发展还是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理论的重要步骤。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推动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向前发展。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不仅要有

不错的理论水平，还需要有丰富的技能实战经验。专业教师只有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去一线实践锻炼，

积累足够多的专业认识，打好职业基本功，夯实业务能力，“双师型”教师的能力素养才能够逐渐地锻

炼出来，专业操作技能和实践教学能力才能更好地去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3.3. 收集教学资源，优化教学内容 

在工作岗位上很容易收集到图片、视频、案例之类的素材。教学 PPT 中若有大量实践过程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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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案例，知识的价值更能展现出来，学生也能更好地理解，学习兴趣也会更加浓厚，教学内容自然

就会更加的生动。 
在具体的职业岗位中，很多实际的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往往是书本上没有办法教授给学生的，有很

一部分学科知识的内涵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脱离了实际工作环境是很难理解的。多学科知识交织在

一起的理解和应用，也必须通过实践过程才能悟知出来，通过一线的工作经验累积和强化才能得到深化。

教师若把这些理论和技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教学内容，形成教学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中，则能体现为人

师的价值。 

3.4. 推进职教改革，提升人培质量 

专业教师在企业、医院的实践活动能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工学交

替”“双元育人”“三教改革”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改革。 
长期稳定的一线实践活动能让专业教师真正了解企业实际情况，熟悉职业岗位对技能型人才核心素

养的要求，持续促进教师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把教育教学与技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提升“双师型”教师核心素养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

争力。 

3.5. 提高服务社会能力 

专业教师除了教学育人，为社会培养人才，还能在企业实践的很多环节参与进来，积累经验、改进

技术、优化服务流程，给企业带来项目，给课堂教学带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进一步提高服务社

会能力。职业院校的领军人才、学术专家等高级人事，甚至可以带领团队为企业、行业带来更大经济效

益和区域影响力。 
专业教师能在生产一线把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与企业共同规范生产流程，制定技术标准，提高

服务产能和产品质量；互通融合骨干人才，扩大经验、学术交流，学校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引领示范，

提高专业人才队伍竞争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参与科研项目、核心技术以及创新产品的研发，服务企业技

术和产品升级，提高成果转化率，扩大成果；校企合作育人，为社会培养更多高技能型人才，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 

4. 专业教师参加企业一线实践的问题及思考 

4.1. 专业教师实践能力不足及对策 

很多青年教师从院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缺乏一线实践。学校中、高级职称教师的教学、科研

等压力大，加上平日教研教改、专业建设项目、技能竞赛等任务较为繁杂，很难有时间、有机会真正到

一线进行长时间实践，一线实践量不足，导致很多教师普遍出现职业能力不足、教学内容与实际不符、

市场一线信息缺失等问题，更不用指望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职业岗位能力及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提

出关键可行性建议。有些教师甚至从参加工作时都没有真正参与过一线实践，可以想象课堂讲出来的知

识很可能是空泛的，缺少内涵，案例情境失真。 
学校要加大专业教师的专业发展投资力度，不仅要在教学方面予以培训提升，还要在专业实践领域

加大继续教育、学术培训、实践平台的支持力度；构建校企专兼职“大教研室”，教研活动讨论研究专

业实践，对技术要领、实际应用以及职业岗位能力需要等进行交流，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和认知水平；青

年教师进校一开始就应参与一线实践岗位，培养和提高一线实践职业兴趣和能力；多方面、多维度搭建

实践平台，为专业教师提供专业对口的实践环境，让专业教师有机会去实践、有选择去实践，提高专业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专业自信(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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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untermeasures to ımprove professional teachers’ practical ability 
图 2. 专业教师实践能力提高的对策 

4.2. 专业教师实践政策不够及对策 

学校对专业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的研究不够。学校领导一般都会认为学校主体工作是以教学为核心，

能把教学工作安排好就是基本完成任务，平日更多侧重的是对教师课时量、教学模式、教学能力竞赛等

的予以支持和激励，因此专业教师在外实践、专业能力的培养很难得以重视，激励政策也不会大幅度予

以倾斜。专业教师参加实践的积极性不高，实际能挂职锻炼的教师数量较少。 
学校和企业应协商制定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条件保障、奖惩机制等，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建全

专业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实践机制；实施“实践能力提升工程”，积极推动专业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参

加专业实践；建立“‘双师型’教师管理制度”，完善专业教师双师条件认定、培养、管理等相关政策；

对于参与一线实践的教师加大、落实补贴，认同专业教师的实践价值；充分扩大校企合作朋友圈，保障

企业的岗位群种类丰富，不仅能扬长补短，还能保障专业教师结合特长，寻找对口岗位，增大选择空间；

校企合作实施“骨干人才融通培养工程”，共育共养校企骨干人才，优势互补，为校企骨干人才的理论

和实践能力提升提供环境和经费支持；设置“名师、名匠、名技工程”，鼓励教师深化教学改革，让教

学改革有示范、有引领；健全专业教师发展体系，完善专业教师继教制度、保障制度和激励制度，让专

业教师放心实践、稳定实践、良性实践；构建良性、可发展性教师评价体系，优化专业教师在企业一线

实践和教育教学、课程改革等要素中的评价比例；建立和增强专业教师的学术文化，以及专业实践岗位

的职业文化，这些很容易影响专业教师的价值取向、心态和行为。 

4.3. 专业教师积极性不高及对策 

积极性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因素，专业教师的任何不满足、不认同，均可使其受到不利影响。目前，

国家职教改革政策，大力推进了校企合作建设生产实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等工作的进度，取得很多成

果。但是实际上部分学校硬件条件保障不给力，生硬组织校外实训基地人事构架，岗位选择面少，造成

岗位与专业不对口。再或者专业教师内心不愿意再到校外去谋一个岗位。还有部分学校奖励、薪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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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襟见肘，专业教师参与一线实践，变成纯粹分内工作，无偿劳动，无任何劳动价值体现。另外，专业

教师在校内还承担繁重的课堂教学任务、科研压力、以及教学能力、专业技能等大赛，这些都造成了专

业教师面临繁多的压力和困难，致使教师产生畏难情绪，参与一线实践更加不情愿，积极性不高，甚至

反感。 
学校应整体构架，多方面考虑和听取意见，提升专业教师参与企业生产一线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扩大合作企业，特别是与龙头企业、中大型稳定企业的合作，行业代表性强，示范引领作用突出，岗位

容量大；扩大专业教师参与企业生产一线实践的实现形式，包括到企业调研、生产一线观摩、企业技能

培训、企业兼职或任职、科研项目、创新产品研发等等，增加一线常设实践岗位，增大专业教师岗位选

择的空间；保障专业教师生产一线岗位实践的时间、精力和政策便利性；提高专业教师参与一线实践组

织能力，优化组织文化，让组织科学，符合规律，对口程度高。另外，学校应提高教师专业领域资源分

配，补贴、激励到位，不能只支持教育教学领域的培训，增加学术培训资金的投入，激发职业发展的兴

趣和潜力。 

4.4. 专业教师学习环境不够及对策 

专业教师作为职教改革的主力军，应该主动学习了解产业改革升级和企业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熟

悉一线岗位能力需要，具备熟练的生产一线实践能力，清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但专业教师平日忙

碌于校内日常工作，个人专业的学习、实践锻炼以及培训学习等需要多方面的资源和时机，单靠个人操

作，是很难实现的，需要单位组织多方位、多途径的学习渠道[1]。 
学校可实施“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培养工程”，加强拔尖人才学术交流，聘请行业专家带领团队，

校内、校外专家协同学术引领，强化骨干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学术实力水平[2]；鼓励专业教师走出去参

加专业培训，去先进企业进修学习，去合作企业实践锻炼，在企业兼职；鼓励、奖励专业教师的学历提

升；依靠校内高职称教师进行“传帮带”“老带新”“师带徒”等培训学习；依靠教研活动、技能大赛

等推进教师的专业学习。但所有的方法中，我觉的核心的方法还是去一线岗位参与实践，更能直观、深

刻的认识岗位职业能力的需要和专业发展，特别是针对专业技能的发展，毕竟专业老师的核心岗位价值

就是把岗位能力传授给学生。 

4.5. 专业教师内动力薄弱及对策 

学校关注教育事业，企业更乐于追求市场效益，各自工作压力繁重，自顾不暇，两家合作常常是“冷

脸贴热屁股”。部分职业学校实力薄弱，发展空间有限，在教育政策推动下也是积极响应产教融合、职

教改革的号召，但常常是深度不够，甚至形式于皮毛。长期机械的工作、生活麻痹以及缺乏教学和实践

的创造性很容易造成专业教师、实践的乐趣和内动力下降。市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几年更是风云滚

滚，瞬息万变。各领域创新此起彼伏，专业教师也要随之应变。在以终身教育为背景的今天，专业教师

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学习是教师职业一项重要的岗位素养要求，个人专业能力提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专业教师应该“学而时习之”，不断丰富自己专业知识，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学校针对专业教师定期开设“励志与发展”专题讲座，对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进行指导和规划，为

他们加油打气，不断提高自身适应性，提高抗压能力，强化以实践能力提升为重点的专业发展理念，在

适应中谋求发展[3]；完善补贴、奖励等系列能力提升奖励制度，重大节点成果奖励要突出，让教师有成

果就有奖励；实施“学术能力提升”工程，开展专业理论、实践研究，积极鼓励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和

实践，让教师学术不迷茫，方法有人教，工作有动力[4]；开设教学改革发展专题，举办教学资源系列讲

座、活页式教材系列讲座、信息化教学系列讲座、教学方法系列讲座等，帮助教师了解职业教育教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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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及教法与策略，适应职教改革发展环境，激发专业教师参与职教改革的内在动力，

让专业教师面临能力缺失恐慌时，有组织、有策略、有方法、有信心。 

5. 总结 

专业教师作为具体教学的直接组织实施者、职教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其实力水平直接影响着职业教

育的教学水平、办学水平。职业院校应更加注重专业教师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为专业教师广搭平台，

多维度铺路，完善激励机制，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成良性长效稳定合作机制，提高

师资团队的专业发展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水平，让专业教师不仅理论深厚，还要有很

强的实践经验和水平，最终提高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 
专业教师也应该主动提高自身专业核心业务能力，积极钻研专业技术，沉下心来搞学术，千锤百炼

提高实践技能，同时也兼顾专业教师职业素养、心理抗压能力、现代信息化处置能力、多学科复合知识

学习和创新的能力，使自己跟得上市场快速变化的发展形势，应对得了市场变革、行业变革、岗位变革、

专业变革、人培模式变革、教学方法变革、课程变革等众多挑战，在挑战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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