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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教融汇是将科技研究开发过程和人才培养过程的内容相结合，促进科技、产业和人才的深度结合和协

调发展的一种新方式。科教融汇也涉及到职业教育领域，通过应用研究反哺教学，使职教人才培养规格

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当前在“科教融汇”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面临着科研成果转化

为教学资源的力度不够、师资团队科学精神和创新活力薄弱以及师资交流培训滞后等问题需要解决。对

此，一要科学技术与技能知识融通，不断提高师资团队的实践能力和科教能力；二要建立和完善职教教

师发展支持体系，不断增强师资团队的科学进取精神和创新活力；三要开展校企协同培养模式，拓展高

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路径。高职院校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建设一支

高水平建设队伍，以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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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s a new way to integrate the content of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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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cess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alent.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lso involves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rough applied research, the teaching is fed back, so that the training specifica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team of higher vo-
cational colleges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to teaching resources, weak scientific spirit and innovation vitality of the teaching 
team, and lagging teacher exchange and training. In this regard,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and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ability of the teaching team;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innovative vitality of the teaching team;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l and expand the path of “double-teacher” 
teacher team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prehensively im-
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teaching ability of the teaching team, and build a high-level construction 
team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Tea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

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1]；在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将“科教融汇”明确定义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新方向”，为现代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新道路[2]。其中，“科教融汇”是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从

字面理解来看，“科”是指“科学 + 科技 + 科研”，“教”是指“教育 + 教学”，“科”与“教”融

合汇聚成一体来促进教学，以实现“以科促教，科教相长”的教学目的。 
未来，“科教融汇”成为职业教育和教学的新常态下，对相应的高等职业院校整体的师资团队也提

出了进一步要求，为促进各类高等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建设一批“新”

的师资团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后，广大学者开启了对“科教融汇”的探讨，但笔

者以“科教融汇 + 高职院校”为主题词，截止 2024 年 8 月 31 号，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上检索

到文献仅 107 篇，说明目前学术界对“科教融汇”在高等职业院校的应用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

尝试从“视角分析”“问题分析”“建议”三方面来探讨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教育形势下高职院校

师资团队建设的逻辑思路，为高质量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 科教融汇视角分析 

2.1. 科教融汇的价值内涵 

关于“科教融汇”这一新理念的内涵，我国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或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630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庞海霞 
 

 

DOI: 10.12677/ve.2024.136309 2015 职业教育发展 
 

慧从社会系统论视角出发，认为科教融汇涉及多维要素和主体，需要突破传统的僵化封闭系统，以去中

心化、技术知识的流动性创造为主线，构建起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统一生命网络[3]。董刚、周建松等

人认为，科教融汇把科学研究资源与教育资源融合汇聚，形成一种促进教育发展、支撑科学研究和产业

发展的新模式[4]。许庆建认为，科教融汇是指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基本目标，通过打造科教

协同创新平台，使科技与教育在人才、技术、资源等方面贯通交融的过程[5]。 
结合上述论述以及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各研究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本文进而将科教

融汇的内涵界定为：科教融汇作为一种新兴的模式，将科学研究资源与教育资源进行融合与汇聚。这种

模式旨在促进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研究以及产业的相互支撑，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的有机

结合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在这一模式下，教师、学生、高等院校以及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协同

发展的生态系统，共同推动着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深化。 

2.2. 科教融汇的特征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进行一体部署，并提出推进科教融汇的新要求，

体现了党中央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调发展的重视，也指明了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新方

向。为了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节奏无疑成为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的理性路径。基于“科教融汇”

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较于常态下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而言，本质区别在于融入“科教融

汇”，把“科学 + 教育教学”、“科研 + 教育教学”、“科技 + 教育教学”等组合进行结合，相应地

提出了更多相关环节和任务，注重深度融合教育教学与科学引领和科研精神，旨在为高职院校高水平发

展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师资团队。学者进行分析，认为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2.1. 注重科技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促进学生的成长 
科技赋能教育“新生长”，对于促进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技术与教学课程的融合策略通过

创新教学方式和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结构和模式，还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

的精神，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率。这种融合策略的成功实施需要遵循一系列原则和策略，同时更需要教师

不断探索和实践，以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武立栋、纽小静等学者以高职院校法律课程面临困境以

及寻求对策为着眼点和出发点，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提出了通过网上模拟法庭、构建交互式动态教学网站和

利用移动智能终端等多种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模式[6]。在线教育用科技打通了现实阻隔，展示了科技在教育

公平和职业教育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了“科技”与“教育教学”融合，不是单一的“1 + 1 = 2”，而是

融合丰富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达到“1 + 1 > 2”的效果，实现“以科促学”的教育目的。基于工具、软件、

平台的互动式教学，激活了师生与学习资源互动，优化了整合学习过程，极大改变了学习方式、提升了教学

质量、推动了教育模式和方法的改变，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高效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成长与进步。 

2.2.2. 重视教师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教师的发展 
推动教师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科

教融汇”不是要求教师简单地把“科学”和“教育教学”相加，而是需要教师更新观念、转变教学方式、

加强自我反思，培养自身从初始创新到离散创新再到整合创新思维训练的过程，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曲

霞、周光礼等指出教学学术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来改进教学，只有当教师摆脱了灌输式教

学的惯习，才能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待与改进教学[7]。科教融汇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与教育体系的互动

赋能，以及两者在人才培养、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的同时，促进教师的发展。 

2.2.3. 强调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 
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的深度融合，不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且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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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换言之，“科教融汇”要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将科学与教育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和创新发

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相加，必然涉及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模式，通过这些模式的实施，可以更好

地将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社会培养刚需的劳动者。一是产教融合是实现科

教融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产教融合，可以将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进行精准对接，形成教育与产业的

互动发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林宇提到，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结构，提高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8]。二是校企合作是另一种重要的模式，它通过学校与企业的紧密

合作，共同参与教师队伍培养的过程。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教师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也有助于企业发现

并培养所需的人才。 

3. 科教融汇视角下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的问题分析 

教师团队建设是高职院校发展的重点推进环节，是教师队伍结构优化、促进高等职业院校提质培优

的关键一环。通过着眼于整体教师团队的高水平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整体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而且更好地适应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当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积极推进科

教融汇，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历史命题下，高职院校高水平教师团队建设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如下问题。 

3.1.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力度不够，掣肘高职院校师资团队整体能力的提升 

高职院校在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教学过程的融合度，是否有利于教学。

当前，通过实施新一周期的“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提出要重点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优

化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9]，这表明要有效地提升职业教育教师团队的整体能力水平，系统地解

决科研与教学融合的问题尤为重要，而不能只是依赖于科研成果的简单转化。 
尽管部分教师很重视科研，其在科研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仅停留在论文发表

层面，未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未能有效地融入教学实践。显然，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将科研成

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导致科研成果难以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教学内

容。这种转化的缓慢或不充分，限制了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和前沿性，进而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

生的学习效果。此外，高职院校在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时，教师没有强化资源应用与推广，没有与时俱

进地更新，不够丰富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教学资源进一步阻碍高职院校高水平教师团队整体能力的提升。 

3.2. 师资团队科学精神和创新活力薄弱，使得难以形成科学研究与教学过程一体化的现代化 
团队 

教师是落实“科教融汇”理念的行动主体，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科教融汇”的落实成效十分重

要。具体表现为：一是教师主体科研精神不强。大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是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

高职院校的，专业理论知识有余而实践经验不足，在科研过程中，很难将专业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科研成果转化低。同时，高职院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开发、学生竞赛等方面的

任务繁重，投入科研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在科研问题发现、研究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科研表达等多方

面的能力薄弱。二是教师主体创新意识薄弱。部分高职院校受限于现有的科研管理、资源分配、人才评

价激励等机制影响，科研组织模式、成果认定、学科专业等评价基于传统认知，学校整体的科研理念较

为落后[10]。 
此外，受高职院校既往重教学的惯习影响，部分教师对科研缺乏正确认识，在教学中认为科研与教

学是相互独立的领域，重视传统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没有意识到教育与科研相互促进的意义和价值；

加之部分教师缺乏科研热情，使得科教融汇陷入“无动力”发展的样态，阻碍了建设科学研究与教学过

程一体化的现代化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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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师资交流培训滞后于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导致培养“双导师制”的高职教师团队困难 

“双导师制”是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通过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的双重指导，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这种模式强调了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结合，以及知识与能力的结合，对于提升学生

的师范素养和卓越教师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高职院校文化积淀

不深、科研氛围不浓、领导不够重视，未给教师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科研培训。 
目前来看，大部分高等院校师资交流培训往往滞后于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一方面，教师

可能缺乏足够的机会参与到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去，从而难以获得必要的行业经验。另一方面，即使有培

训机会，也可能因为培训内容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或者培训质量不高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再者，构建一

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培训体系，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这需要各级政府、高等教育机构、职业教育院校、企业界以及行业协会等众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

形成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还需要建立健全行业企业参与教师培养培训机制，支持在职教师定期到企业

实践锻炼[11]。同时，还必须探索多种筹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财政支持、企业捐赠、行业合作等，

以确保“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建设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 

4. 科教融汇视角下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的建议 

4.1. 科学技术与技能知识融通，不断提高师资团队整体的实践能力和科教能力 

科研向教学转化是“科教融汇”的重点任务之一，高职院校应将此列入教改常规项目，及时将校企

双方资源和项目研发成果开发成新课程，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科学技术与技能知识的融通，

对于不断提高师资团队的实践能力和科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在技术的帮助下，教育教学可以

进行全面的改革。它并不是单纯地将新的科技与教育相结合，而应该通过深入的整合，建立一个新型的

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教育生态系统。这种创新不但可以提高教学的品质与效率，也可以激发教师团体对新

技能的积极性，促进教师在智能技术领域的发展，探索和实践出更具创造性的教学方式、课程模式，不

断提高自身水平。 

4.2. 建立和完善职教教师发展支持体系，不断增强整体师资团队的科学进取精神和创新活力 

科学精神是指在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坚持真理、追求卓越的精神状态，而创新活力则是指教师在

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的能力。这两者是推动教育和科研发展的关键

因素。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应统筹教师研修、

职业发展咨询、教育教学指导、学术发展、学习资源服务等职责，建实建强教师发展中心等平台[12]。这

意味着要整合校内外资源，为教师提供全方位的发展支持。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整合校内与校外

的资源，形成一个全方位支持教师发展的环境，不断提高教师的进取精神。具体措施包括：优化高校教

师的聘用制度，加快推进高校教师编制岗位管理的改革进程，以及加强对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成果

的激励机制，以此激发教师队伍中的创新活力，确保教师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示自己的能力和

成果。 

4.3. 开展校企协同培养模式，拓展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路径 

基于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通过校企深入融合，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确保教育

内容和企业需求高度匹配。这种模式有助于培养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13]。校企合作是

培养“双师型”教师的重要途径。首先，通过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可以为教师提供实践平台，弥

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其次，高职院校应根据社会需求和教育改革的要求，明确“双师型”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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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再者，建立健全的“双师型”教师培训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这包括系统化的培训工

程、实践技能的提升、以及教师职业发展的支持等等。此外，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企业捐赠和行业合作

等多种筹资途径，这些筹资方式相互补充，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有效地为“双

师型”教师团队的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培

养质量，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5. 结语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高等职业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培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核

心场域，也是推动教育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科教融汇，即科技与教育、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为高职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教育可以更有效地对接市场需求，更精准地培养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

高素质人才，从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随着国家对“科教融汇”政策支持力

度的加大，通过提升教师能力、整合优质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创新团队建设模式经验，可以进一步优化职

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应积极响应这一趋势，通

过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教育与科研的深度融合，推动高职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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