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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背景下的“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 

李梦卿，陈佩云 

一、“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价值功

能 

1.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协同创新适应产业需求。 建

设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能力的“双师型” 

教师队伍始终是高职院校的工作重点。为适应产业发展需求，除了

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与教学水平之 外，组

建一批“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是一种最优化选择。 

协同性是“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显著特征，团队成员通

过分工协作在实践中打破教学资源之间的壁垒与边界，有助于相互

转化与提升，向共同的目标开展创新。这种协同创新并不局限于团

队内部活动，也包括与其他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国际创新力量等

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 

2. 凝练转化团队优质建设成果，示范引领教育教学模式改

革。 

3. 增强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服务保障“双高计划”项目落地。 

二、“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推进路

径 

1. 健全体制机制，回应需求建立资格认证标准。 

“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需要结合“双高计划”， 建立

起一套“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标准。要丰富“双师型”教师的内涵，

从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以及教研科研能力出发，依据职

业教育的现实需要，科学地、因地制宜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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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教师认证标准。采取“双师型”教师资格的动态管理制度，

使教师依照相关要求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2. 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业深度参与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

设。 

“双高计划”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建设也需秉持“提质”的思路和行动，高职院校与企业要持续深

化产教融合，在对“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有共同需求的基础上

实现双师共育，持续深入地开展多层级、多形式、多领域的合作，

实现校企双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机整合。 

应建成一批协同创新中心，加大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衔接力度，

实现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要充分发挥校企共同体形式的优势，与企

业联合制订教师企业实践方案，明确教师到企业挂职的职责与任务，

鼓励专业教师与兼职教师积极开展合作研发、参与技术技能创新。 

3. 优化团队结构，多措并举选培团队负责人。 

在团队负责人选拔上，要明确团队负责人的入职标准并制定严格

的选拔程序，依照如《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明确规定的硬性条件以及

相关能力要求进行选拔。在团队负责人培育上，要建立相应的培养

体系，如针对团队负责人的领导能力、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能力、

课程开发技术、教研科研等能力开展培训。 

4. 开展专业培训，增强团队合力与创新能力。 

“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是具有共生关系的团队，需要在生态取

向上注重团队的深度合作和知识共享。不但要促进团队教师的科学

有机结合，还要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培训以增强团队成员的凝聚力与

共生意识。高职院校要营造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教师团

队中形成合作式的专业发展文化与范式。要提高团队教师的创新能力，

使其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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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水平。要在团队建设制度设计中积极引导教师从事技术技能研究

与创新，建立促进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加强基层教学组

织建设。（节选自《教育与职业》202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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