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 ）中

明确指出：“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培养培

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当前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

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提升我

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培养高素质职业教育人才，各大职业院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加强软硬件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素质，以及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均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

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职业院校进行内涵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职业教育是有别于高等学科教育的，职业教育提倡教师必须是“双师型”教

师，但是，大部分双师型教师并不是来自企业一线，都是从普通高校走出直接从

事相关的教育工作，然后参与了相关短期培训考核所得，这些短期培训往往对实

操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这样的“双师型”针对专业的基础能力、实际应

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很有限。当前，职业院校教师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体系正逐

步形成，一是有计划组织一些省培、国培项目，二是各院校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培

训与学习。这些培训项目为职业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起到了助力发

展职业教育、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作用。但是这些培训项目往往针对性很强，

而且教师素质的提升不仅限于对先进技术的了解或训练，一些教师尽管参与了先

进技术的培训，还是很难将高端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与拓

展创新，特别是一些先进技术到底在企业一线使用到什么深度，如何结合这些先

进技术培养能满足企业一线需要的技术人才呢？所以有必要合理利用资源、挖掘

资源、探索长期有效的师资队伍建设途径，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 

目前，教师的培训大都利用寒暑假时间集中远赴外省进行，实施“集中式”

培训，投资不小，而且这种 “外集中”的培训模式时间周期短、时间的限制性

强、针对性强，并不能完全解决教师缺乏了解企业一线生产与发展现状、缺乏了



解企业一线岗位技能所涉及到的和实际教学中的差距，更缺乏来自企业一线的实

际操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对各种紧急状况的能力。特别对于工科类专业，

当一名合格的职业教育工作者，这些基本能力显得极为重要。而且当前大规模改

革教学模式，没有实践经验支撑的教学改革往往还是回到了纯理论教学的老路上，

所以有必要加大教师深入企业一线、参与企业生产、训练自身技能的力度，不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基本能力提升。限于我省有些企业单位的相对不景气

和面向一些基本技能的培训机构相对较少，我们在放眼外省培训资源的同时往往

忽视了省内资源的利用，如省内兰州星火机床有限公司等企业是学院推行产教融

合、集团化办学模式的合作企业，尽管其经济效益不是很乐观，但是历经几十年，

从技术上一定有很深的沉淀，而且有一批具有“工匠精神”老前辈在岗位一线，

也有充满活力的年轻技术骨干，他们的经验与技能值得机电类相关专业的教师学

习，兰州星火机床有限公司地处兰州，交通相对便利，对于相关专业教师可以合

理安排校内教学时间，打造新型“双班制“，一班在学校、一班在企业，不采用

硬性时间的约束，教师根据需要和企业生产任务灵活掌握时间去企业实践，实行

省内实训“内分散“模式， “实践+教学”同时进行，而对于一些新型技术的

拓展培训则安排去外省进行“外集中”式培训。这样教师在保证正常的教学时间、

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能够有目标、更有针对性的去实践，也更能在教学中及时

得到应用，或及时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教学改

革。如设备安装与调试课程，如果亲自实践了装配、刮研、检验等工艺过程，那

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一定有不一样的效果，一方面能够提升教学效果，培养高质

量的学生，另一方面为参与一些相关大赛奠定基础。同样，在这种新模式下，教

师与企业师傅互相有更多的交流机会，经过长期合作，不论教师的实践能力还是

企业师傅的理论水平，都将有大幅度提升，能够进一步促进新技术、新工艺的研

究与开发，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体现了校企合作的最高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