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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化，中职教育亟需兼具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校企合

作作为“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核心路径，通过双向流动和资源共享，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

本文探讨校企合作背景下中职“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主要困境及发展路径，提出深化产教协

同育人机制、优化跨界师资培养生态、搭建数字化资源聚合平台、重构能力增值导向的评价制度的有效

路径，以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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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a team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who have both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guidance capa-
bilitie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the core path for cultivating “dual-qualified” teachers,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model through two-way flow and 
resource shar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main predicament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poses effective ways to deepen the indus-
try-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re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riented to-
wards ability value-added, optimize the cross-border teacher training ecosystem, and build a digital 
resource aggregation platform,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Dual-Qualified” Teacher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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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驱动下，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创新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

职业教育，直接面向行业需求，更需要与时俱进，紧密贴合社会发展步伐，而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水

平是影响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1]。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规模从 2012 年的

111 万人，增加到 2021 年的 129 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 69.5 万人，高职专科学校 57.0 万人，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2.5 万人)，从“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教师中的占比看，均超过 55% (中职 56%、高职

专科 59%、高职本科 59%)，达到了占比过半的要求[2]。但是，与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新要求相比，

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还存在着数量不足、来源单一、校企双向流动不畅、结构性矛盾突出、管理体制机制

不灵活、专业化水平偏低的问题，尤其是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和教学团

队短缺，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3]。因此，当前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亟需建设

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4]，
本文从校企合作背景下的中职“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出发，通过分析当前“双师型”教师发展

的主要困境，提出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机制、优化跨界师资培养生态、搭建数字化资源聚合平台、重构能

力增值导向的评价制度的有效路径，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从个体经验积累向制度化培养模式转变，从而为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师资保障。 

2. 校企合作背景下的中职“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 

当前，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合作已成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这一时代

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聚焦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提升

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校企合作作为教师发展的核心实践场景，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产教协同育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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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撑，为教师提供了连接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的桥梁。另一方面，“双师型”教师作为能力构建的核

心主体，其内涵被赋予了更清晰的时代要求，不仅要求扎实的理论教学功底，更强调精湛的实践操作技

能、行业前沿洞察力以及解决真实生产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校企合作本身被赋予了作为“双师型”

教师专业发展实践路径的现实意义，它是教师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将行业标准融入教学内容、

实现自身教学相长与职业价值升华的最有效途径。因此，深入探讨校企合作背景下中职“双师型”教师

专业发展的理论逻辑、主体内涵与现实意义，对于破解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瓶颈、提升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校企合作作为“双师型”教师发展的核心场景：理论支撑 

校企关系是指教育部门与产业或行业部门、职业学校与企业为技能型人力资本专用化这一共同目标

形成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关系建立的互动生成过程，即教育部门与产业或行业部门、职业学校与企业

等不同主体的主动参与和主动建构过程，它反映的是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5]。根据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需明晰自身优势与社会人才培养需求，通过与相关企业开展积极的合作交流，院校可提供教学资

源及适配场地，企业则给予资金设备支持并委派经验丰富的在岗技术人员。双方在技术创新、就业促进、

企业文化传承等校企合作实践中，推动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由此可见，校企合作旨在通过整合学校和

企业的资源，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6]，其作为“双师型”教师培

养的核心机制，理论基础植根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体系。深入理解这些理论依据，对探索校企合作背

景下“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1.1. 社会文化理论的支撑 
基于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学习本质上是社会中介的过程，而校企合作恰恰充当了教师专

业发展的“社会性脚手架”。企业里的技术设备、生产流程不再只是生产资料，它们转化为教师认知升

级的物质工具，帮助教师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接触到行业前沿知识；企业专家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专

业知识，成为“更知识渊博的他者”，精准定位教师在技术应用上的最近发展区，引导教师突破技术应

用的重重瓶颈；教师深度参与企业研发项目，在技术攻关等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探索与总结，将企业

的实践知识逐步内化为自身教学能力，最终实现从教师向“双师型”教师的跨越。 

2.1.2. 协同理论的支撑 
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论指出，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协

作。校企合作作为一项涵盖政府、企业、行业、学校等多部门的系统性工程，其运作依托于校企合作主

体系统与支持系统的相互作用。其中，职业学校与企业构成主体系统的核心，承担着人才培养与实践应

用的关键任务；而政府与行业则作为支持系统，为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在推进校企合作的进

程中，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四个子系统在整体运行中不断

协调、深度合作的过程，每个子系统内的要素，无论是学校的教学资源、企业的实践平台，还是政府的

政策保障、行业的标准指引，都围绕组织整体目标协同发力。当各子系统形成高效联动，其协同合作产

生的效能将远超单个子系统独立运作的总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形成强大的拉动效应，最终推

动校企合作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能[7]。 

2.1.3. 人力资本理论的支撑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

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校企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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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8]，学校通过提供进修机会、教研资源，企业通过开放生产一线、委派技术

骨干，共同对教师进行知识与技能的再投资；教师深入企业参与项目研发、技术革新，将行业前沿动态

与实践经验融入教学，实现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而增值后的“双师型”教师凭借更强的教学与实

践能力，不仅能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还能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开展员工培训，使校企双

方共同收获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回报，最终达成教师专业成长、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企业效益增长的多赢

局面。 

2.2. “双师型”教师作为能力构建的核心主体：内涵解析 

在校企合作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是具备基本的教育和职业工作素质，精通特定专业工艺原理并

具备专业实践能力，胜任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学习者任务的职业教育机构的教育者[9]，其核心特征体现

在“教师”与“技师”双重职业属性的有机融合，一方面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另

一方面需掌握与专业相关的行业技术技能，拥有企业实践经历或职业资格证书，并能将产业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融入教学实践，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实现理论传授与技能培养的协同发展。其核心能力如下。 

2.2.1. 具备产教融合的教学转化能力 
教师一方面能够根据行业技术标准和岗位能力需求，将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设计具

有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接企业生产流程与教学实施过程，构建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

实现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的有效对接。 

2.2.2. 拥有双线贯通的实践指导能力 
教师需既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方法，又具备现代企业技术操作的示范指导能力，能够运用

生产性实训设备开展教学，指导学生完成真实生产任务，在实践教学中渗透职业规范、质量意识等职业

素养培养。 

2.2.3. 具备动态更新的技术整合能力 
技术技能是“双师型”教师胜任职教工作的核心内容[10]。教师需持续跟踪行业技术发展前沿，及时

将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内容。通过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工艺改进等实践活动，保持专

业技能的先进性，并能通过教学创新实现技术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 

2.2.4. 具有校企协作的组织协调能力 
教师能够有效沟通学校与企业资源，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设计与实施。通过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促进教学环境与生产环境的有机融合，推动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养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2.3. 校企合作作为“双师型”教师发展的核心动力：现实意义 

校企合作在“双师型”教师培养中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其现实意义不仅体现在教师个体能力的提

升，更贯穿于职业教育体系优化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全过程。首先，校企合作为教师提供了真实的生产与

技术实践场域，促进其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深度融合，使教学更具产业适配性；其次，通过建立校企

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构建了“教学——实践——创新”的循环发展路径；再次，

“双师型”教师作为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纽带，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共生；最后，校企协同评

价与激励机制的完善，为教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由此可见，校企合作不仅是“双师型”教师

成长的关键支撑，更是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 

2.3.1. 促进理论与实践能力的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为“双师型”教师提供了直接参与企业生产、技术研发的实践场域，使其能够突破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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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限。通过深入企业一线，教师得以掌握行业技术标准、工艺流程及岗位能力

需求，进而将产业前沿动态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有机衔接。这种双向互动不仅

强化了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更推动其教学设计与产业需求保持同步，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 

2.3.2.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与专业成长路径 
校企合作通过建立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机制，打破了师资培养的单一封闭模式。教师在

企业实践中接触真实生产环境，弥补自身实践经验的不足；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教学指导，则能为学校注

入行业最新理念和技术成果。这种跨界的资源整合与能力互补，不仅优化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还为

教师构建了“教学–实践–反思–创新”的循环发展路径，推动其从单一学科型向复合型、创新型“双

师”转变。 

2.3.3. 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共生 
校企合作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成为连接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核心纽带。教师通过企业实践获取的

技术洞察力，能够转化为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驱动力，使职业教育更贴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同时，教师参与企业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的过程，不仅反哺教学创新，还增强了学校服务产业的能力，

形成“教师能力提升–教学质量优化–产业效能增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互

利共赢。 

2.3.4. 完善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 
校企合作为“双师型”教师的评价体系注入了多元主体参与和动态化指标。企业作为协同育人主体，

可通过技术成果转化、岗位适配性等维度对教师实践能力进行客观评估，促使评价标准从“学历职称”

向“能力贡献”倾斜。同时，校企联合制定的激励机制(如实践津贴、职称评审倾斜)能够有效激发教师主

动提升实践能力的积极性，破解传统评价体系中“重科研轻实践”的失衡问题，为“双师型”教师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 当前校企合作背景下的中职“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困境 

校企合作虽为“双师型”教师发展创造条件，然而发展之路并非坦途，当下其面临的主要困境值得

深入探讨。 

3.1. 教师能力断层：理论实践脱节与复合能力不足 

一是职业院校招聘的教师绝大多数来自高校[11]，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尽管政策鼓励从企业引进

技术人才，但实际流入比例较低，导致教学效果受限；二是多数教师缺乏企业一线经验，近 25%未接受

过企业培训，文化课教师几乎无企业实践经历，普遍存在“专业实践知识严重缺乏”问题，导致实践教

学能力不足[12]；三是跨学科整合能力缺失，数字化时代要求教师具备如 STEAM 整合等跨学科教学能

力，但现有教师知识结构单一，难以适应“岗课赛证”融合课程体系需求[13]；四是技术更新滞后，产业

智能化转型加速背景下，教师对新技术掌握不足，机电、电子技术等专业教学内容陈旧，与企业实际生

产脱节[14]。 

3.2. 校企协同失效：企业参与不足与资源分配失衡 

首先，企业普遍视合作为“成本负担”而非投资，参与意愿不足，导致 70%的合作障碍源于沟通不

畅与分工不明，且合作多停留于表层化实习安排，缺乏深度技术共享[15]；其次，核心资源(如实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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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导师)向头部院校倾斜，区域差异显著，如京津冀职教经费投入差距超 40%，中西部中职实训基地建

设率不足 30% [16]；最后更深层问题在于长效合作框架缺失，企业未被纳入人才培养核心环节，典型案

例显示仅 15%的合作项目包含教师企业实践计划，致使协同效能难以持续[17]。 

3.3. 制度保障缺位：培养机制僵化与评价激励不足 

在培养体系上，职前与职后教育衔接断裂，形成脱节困局。职前师范教育固守“重理论、轻实践”的

模式，课程多围绕书本理论构建，实践课程占比少，导致新入职教师难以快速适应职业教育中企业导向

的实践教学需求；职后培训则陷入形式化泥潭，内容陈旧、形式单一，常以讲座和线上课程为主，与企

业快速迭代的生产技术、岗位需求严重不符，教师普遍反馈培训只是为完成考核，缺乏实用价值[18]。评

价激励机制也存在明显缺失，当前职称评审仍将论文发表数量、课时量作为核心标准，实践教学成果在

评审中所占比例不足 20%。这种不合理的评价方式，使得教师即便积极参与企业实践、开展教学改革，

也难以在职称晋升中获得相应回报，极大地打击了教师投身实践教学的热情，导致教师主动提升实践能

力的动力匮乏，加剧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间的矛盾，阻碍了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育进程

[19]。 

3.4. 教师内生动力不足：职业倦怠与发展路径模糊 

一是工作负荷超载，教师需同时承担教学、管理、竞赛指导等多项职责，日均工作时长超过 10 小时，

47.3%的教师存在严重职业倦怠，难以抽出时间参与专业能力提升；二是发展目标不明确，近 30%的教师

缺乏系统的专业发展规划，尤其是新手教师因“外部支持不足”陷入发展停滞困境；三是社会认同感低

下，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相对不高，教师薪资水平较普通教育同岗位低 30%，致使人才流失率逐年攀升[18]。 

4. 校企合作背景下“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20]。在

校企合作背景下，“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需以系统性思维破解现有困境。 

4.1. 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实践能力进阶体系 

以校企深度融合为突破口，通过系统性设计教师实践能力培养路径，破解产教协同不足的难题。学

校与企业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和生产性实训基地，建立教师定期参与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工艺改造的常态

化机制，让教师在企业真实项目中经历“需求分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切实掌握产业

前沿技术动态；同时，校企协同开发模块化实践课程资源包，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拆解为可教学化的技

能单元，并配套建设智能化实训平台，通过虚拟仿真、远程协作等技术手段还原真实生产场景的技术参

数与操作规范，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标准动态同步；针对教师实践能力评价“重证书轻实效”的痛点，

构建“企业技术主管 + 学校教学团队”双主体评价机制，围绕技术应用的实际效能及教学转化的具体成

果设置量化指标，定期追踪教师技术成果在教学中的落地效果，形成“企业实践–教学创新–成效反馈

–能力迭代”的闭环管理体系；此外，建立教师实践能力分层认证制度，根据技术复杂度与教学适配度

划分能力等级，配套阶梯式培养方案，通过“基础技能强化–核心技术精进–创新研发突破”的渐进式

培养路径，实现教师实践能力与产业技术升级的同频发展，最终构建起校企协同育人、技术反哺教学、

能力持续进阶的良性生态。 

4.2. 优化跨界师资培养生态，实现人才要素双向赋能 

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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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培养培训”[21]。为解决中职教师队伍中理论与实践能力割裂的问题，需通过校企

协同重构师资培养体系，打通人才双向流动与能力互融的通道。首先，建立校企“双聘互融”机制，通过

企业技术骨干驻校担任产业导师、学校教师入驻企业担任技术顾问的双向流动模式，促进双方在真实生

产与教学场景中深度互动，使专职教师能够直接接触产业一线技术动态，企业工程师也能系统掌握教育

教学方法；其次，针对兼职教师群体，搭建“技术 + 教学”双轨培训平台，围绕课程设计、课堂管理等

教学核心能力开展定制化培训，同时设立技能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突破传统学历门槛限制，将行业

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重大项目参与经历等作为师资聘任的重要依据，吸引更多具备实战经验的高

技能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在此基础上，组建由校企双方技术骨干、教学专家共同参与的“混编教学团队”，

以实际产业项目为载体，通过联合开发课程、协同攻克技术难题等任务驱动方式，实现技术经验与教育

智慧的有机融合；最后，为保障跨界培养的可持续性，还需建立校企人才共享激励机制，明确双方在师

资培养中的权责分工与资源投入比例，通过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完善成果共享机制等举措，形成“企业

获得技术反哺、学校提升师资质量、教师实现能力增值”的多赢格局，最终构建起产教资源互通、能力

要素互补的良性师资生态。 

4.3. 搭建数字化资源聚合平台，推进培训体系系统化建设 

首先，整合校企优质资源建设国家级教师培训资源库，按照“基础技能通识–专业能力分层–岗位

需求定制”的逻辑架构，分类开发模块化课程包，将企业真实技术案例、行业技术标准、课程开发工具

等资源系统化集成，为教师提供按需选学、动态更新的学习路径。在此基础上，依托校企共建的云实训

平台，运用虚拟仿真、远程协作等技术手段，构建覆盖“理论学习–虚拟操作–实境训练”的全流程培

训场景，教师可通过虚拟工坊模拟企业真实设备操作，借助远程专家指导解决技术难点，实现跨时空的

技能提升。同时，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由职业教育发达地区牵头组建“名校 + 名企”资源联盟，通

过数字化平台共享优质课程、实训方案和师资团队，针对薄弱地区学校实施“一校一策”精准帮扶，定

期开展跨区域联合教研与技术交流活动，形成“资源共建–能力共训–成果共享”的联动网络。此外，

完善培训质量监测与反馈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教师学习轨迹与能力短板，动态调整培训内容与方式，

确保培训资源与产业技术升级、教师个人发展需求保持同步。通过构建资源聚合、技术赋能、区域联动

的系统化培训生态，最终实现教师能力更新从零散化、同质化向精准化、可持续化的转变，为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4. 重构能力增值导向的评价制度，激活教师发展内驱力 

首先，打破传统“唯论文、唯课时”的单一评价模式，从教学效果、技术创新、社会服务三个维度构

建综合评价体系，将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改进、学生技能大赛指导等实践成果纳入职称评

审的核心指标，通过校企联合认定的“技术贡献积分”量化教师对产业发展的实际价值；其次，设立“双

轨制”职称晋升通道，允许教师根据自身专长选择“教学型”或“技术型”发展路径，对于深耕企业实

践、取得显著技术成果的教师，可用专利发明、工艺标准制定等替代传统科研论文要求，真正体现职业

教育教师的复合型特征；同时，完善校企人力资源协同机制，明确校企合作项目中教师技术研发成果的

知识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规则，消除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后顾之忧；最后，在激励措施方面建立“双师

型”教师岗位津贴与技能等级联动的薪酬体系，对取得高级职业技能证书或完成重大技术攻关的教师给

予薪资倾斜，并通过设立校企联合奖励基金，对在技术转化、课程开发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进行专项

表彰。这种以能力增值为导向的动态评价体系，既能客观反映教师在校企合作中的真实贡献，又能通过

制度设计将个人成长与学校发展、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从根本上激发教师提升实践能力和服务产业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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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 

5. 结语 

在校企合作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职“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已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命题。

作为连接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枢纽，这类教师既承担着知识传授的育人使命，又肩负着技术转化的实践责

任。但产教融合的深化对其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需在技术迭代加速的产业环境中，持续整合

教学能力与实践智慧，将企业真实需求转化为课程资源，使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形成动态匹配。面对教

师能力断层、校企协同失效、制度保障缺位、教师内生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需要以系统性思维重构教

师发展生态，通过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机制、优化跨界师资培养生态、搭建数字化资源聚合平台、重构能

力增值导向的评价制度的有效路径促进中职“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可持续发展，这些都依赖于政、校、

行、企的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展望未来，“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超越单一能力提升的维度，转向教

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深度融合。唯有当教师真正成为产教协同的实践者、技术创新的推动者、终身学习

的践行者，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转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

才支撑，这既是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使命，也是深化产教融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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