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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书匠”到“引路人”
——高职院校教师的培训方略

苏翠霞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402560

摘      要  ：   师资培训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其不断提升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重要保

障，也是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基础。随着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对优秀人才的

需求程度日益提升，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本身肩负着培育优质实用型人才的重任，而高职教师也需要及时转变自身的角

色定位，从过去单纯的“教书匠”逐步向“引路人”进行过渡，不仅要向学生讲授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同时还

要加强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从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做出自己的贡献。基于此，本文就高职院校教师的培训方略展

开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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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cher" to "guide"- the training strategy of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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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eacher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i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ir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demand for excellent talents 

in various industrie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y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nd practical talents.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also need to timely change 

their role positioning,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mple "teachers" to "guides". They not only need 

to teach students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so as to make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in different job 

posi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ining strategi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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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发展大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师资培训应注重提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和教学能力，使其能够适应新时代下人才培养

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教师多样化的培训需求。因此，研究和探究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师资培训具体实施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一、高职院校教师的培训背景及原则

（一）培训背景

国家高度重视高职院校的师资培训工作，2018年11月教育

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

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把提升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作为关键环节来抓，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高职院校成

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 [2]。《意见》强调要以教师

为核心，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师德为先，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同时，学校要注重制度建设，切实为师资培训提供资金、场

所、设施等多方面基础保障。因此，高职院校要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制定师资培训方案，实现师资培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3]。

（二）培训原则

首先，坚持产教融合原则。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已

经成为必然趋势。在推进双高计划的过程中，学校应结合区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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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求制定系统且完善的师资培训与培养计划，全方位提高高职

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加快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增强产业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4]。

其次，坚持持续推进原则。“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本身是

一项长期且复杂的任务，涉及的内容众多，领域也比较广泛，

因此，针对教师的培训不应急于求成，反而应分期、分阶段推

进，同时还应对各项工作实行动态管理，做好过程监测，积累经

验，改善不足，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持续优化高职院校专业群建

设机制以及师资培训机制，以保障高职院校各方面实现高质量 

发展 [5]。

二、高职院校教师的培训必要性分析

首先提升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是提高高职院校综

合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师资培训是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实现教

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基础保障。基于双高建设理念的指引，高职院

校可以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以及全方位的学习机会和培

训资源。

其次依托师资培训，教师可以全面且充分了解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方向，从而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高职院校

师资培训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保障。

最后随着当前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对于学生自身的素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行业不仅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技能，同时还要求他们在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诸多层

面有着较高的水平。因此这也就要求高职教师必须肩负起学生成

长道路上的“引路人”角色，从各个方面出发对学生进行引导，

助力其成长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这些工作的首要前提就

是对高职教师展开必要的培训，从育人理念、育人手段等视角出

发提升高职教师的综合育人水平 [6]。

三、当前高职院校师资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培训理念陈旧，没有建立起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理

念，在培训内容上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和多样化

的培训需求。

其次，培训模式单一，传统的以“讲授式”为主的教学方式

缺乏新意，无法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同时，教师主

体地位被忽视，教师在培训中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主动性和

积极性。除此之外，部分学校并没有构建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培

训系统，对教师的统一化培训落实不到位，致使很多教师的教育

水平仍然与预期相差较远。

最后，培训内容以及培训对象单一化。教师培训除了要关注

教师专业技术水平提升之外，还应注重培养教师的综合能力与素

质。然而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很多高职院校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

象，即一部分认为应将教师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培养放在首位，

还有一部分为了片面追求教师理论研究水平提升更加重视培训教

师的学术能力。随着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高职院校理论与实践

培训相互割裂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这直接阻碍着教师的综

合发展 [7]。

四、高职院校教师培训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注重互联网 +培训

针对教师，获得一次进修或者培训机会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

一种无声的激励。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符合教师长远

发展的师资培训方案，注重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力

度，将培养其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最终培训目标，进而全方位提

升教师在社会上、行业中以及学校内的职业地位 [8]。

首先，丰富教师培训内容，实施面向全体教师的培训。培训

主要内容包括专业能力、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提升相关内容，

同时还包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针对专业能力提升培训，主要

包括两方面，分别为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技术实践。高职院校应结

合培训对象的专业以及层级把握培训侧重点，尤其是培训内容应

紧跟时代进步与发展，力争将社会上最新的理念以及技术传达给

教师，这样教师也能及时将这些新理论和新工艺传授给学生，这

是一种良性循环；针对科研能力提升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课

题开题、课题程序、实施方法以及技巧等等，通过培训不断增强

教师的积极学习意识；针对教学能力提升，主要包含的培训内容

有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解读，信息化教学水平提升等。

其次，注重互联网 +培训。在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教师既

是知识的学习者，又是信息技术的操纵者。随着人工智能、大数

据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以及信息化教学水平

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在师资培训方面，很多高职都积极引入

信息化技术，采用线上 +线上混合式培训模式，旨在进一步增强

师资培训的吸引力与革新力 [9]。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他

们自身应积极改变教育教学理念，不断适应由时代变化而产生的

各种各样新型学习手段，充分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树立终身学习

理念，以促使个人得到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注重利

用互联网教育资源开展培训学习。例如，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

网络课堂、微视频等平台有效突破传统面对面培训的弊端，让整

个培训过程更自由，更灵活；还可以充分利用“慕课”“微课”等

信息化教学手段为师资培训增添别样的元素，充分调动起来教师

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通过多种方式结合让教师足不出户就能够接

受最新、最全、最有价值的教育教学知识和信息资源，有效提高

师资培训效果 [10]。

（二）校企稳定合作交流，引进综合培养模式

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需要依托校企共育、产教融合、订单培

养、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由于高职院校本身就有很强的职教性

和高教性特征，因此，他对任教教师的素养、能力与知识要求可

能更高。由此看来，高职院校教师接受培训学习的专业知识可能

更独特，而校企共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首先，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企业建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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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师实训基地，让教师了解企业一线岗位的实际情况。例如，

以现代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学校可以与知名物流企业联合建设实

训基地，实现企业和学校之间优势互补。此外，校企共建校企教

师发展中心，同时针对在职教师以及员工开展实用性更高的岗位

培训、课程开发、技术服务、实践教学、成果转化等多方面的深

度合作，这样更有利于二者共同探索和创新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新

模式。具体说来，结合现代学徒制以及订单式人才培养理念，培

训讲师可以与企业师傅共同承担师资培训任务，只不过双方的培

训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另外，学校和企业也可以联合制定教师人

才培养计划、课程建设计划等，以便为卓越物流专业教师人才以

及优秀员工培养奠定良好基础，还可以促进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其次，通过校企合作为教师提供挂职锻炼平台。高职院校可

以与企业进行深度沟通交流，根据教师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以及所

任教的专业鼓励他们进入对应公司进行挂职锻炼与深度学习，通

过企业内部更真实、全面的培训让培训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如

果某一位教师是研究应用统计的数学教师，那么他可以选择进入

金融公司、保险公司等企业进行历练与学习；如果教师研究的计

算机工程方向，那么他可以选择进入信息技术相关企业。挂职锻

炼本身就是非常实用的一种培训方式 [11]。在此过程中，教师一方

面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下市场对人才的具体需求，以不断调整研究

方向，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教师更深层次地扎根于对应知识学习

与领域研究，从供给侧入手，为学生提供更精准、更实用的教学

服务，进而促进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协同发展 [12]。

（三）完善师资培训机制，综合评价教师发展

首先，完善师资培训机制，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保障。

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师资培训制度，包括师资培

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间、考核评价等，以此来

完善教师培训机制。在完善师资培训机制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

两点：一是要注重教师的参与性，要充分调动他们主动参与积极

性 [13]。二是注重培训的层次化，不同专业、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能

力教师他们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也应不同。以刚进入学校的新老师

和任职已满5年的教师对比为例，针对新老师的培训，应更注重他

们习惯养成以及专业熟悉引导，针对“老”教师，培训应主要聚

焦教学创新方面。培训负责人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深

入了解教师对培训的期望和需求，以帮助高职院校制定符合实际

的师资培训制度 [14]。

其次，科学设计教师专业化发展评价体系。高职院校应建立

一套科学有效、公正客观、奖惩分明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评价体

系。该体系要坚持发展性和全面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全面分析教

师专业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为评价指标

着手构建。体系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多元主体参与

的评价机制。高职院校应该广泛听取其他院校、企业和社会公众

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将他们巧妙融入师资培训机制中。政府

应该明确自身在高职院校师资培训中的职责与义务，加强引导和

监督作用，为师资培训机制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注重过

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过程性评价是指在师资培训

过程中对教师参加的教学活动、教学科研项目等进行跟踪管理和

记录并将相关数据记录下来；终结性评价则是指在对教师参加过

的教学活动考核和评估时，不仅要对其结果进行考核，同时也要

注重其过程的考核。在有机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同时

还可以将其结果与教师评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挂钩 [15]。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尽快帮助高职教师适应角色的转变，高职院

校应根据实际情况为不同类型教师制定多元化、个性化的师资培

训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教师教育教学综合能力和职业素

养，实现由“教书匠”到“引路人的转变”，最终为培养更多高

素质、高技能人才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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