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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内容：

（一）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二）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发展任务设计



一、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1. 规模发展阶段（1998年---2005年底）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高职高专教育自起步到发 

展（1997年开始批办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仅用了8年的时间。

□基本形成了每个市(地)至少设置一所高职高专学校的格局。

□在规模上已经是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06年全国高 

职高专院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普通高校总数的  

60．8％、53％和43％，

□国家实行三教统筹（专科、高职和成人教育院校），统一称

为高职高专教育，实施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来规范办学行为。

（一）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2. 内涵发展阶段（2006年---）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逐渐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更加重视内涵发展。教 

高〔2006〕16号）发布，标志着高等职业教育由强调层次向“类型”转变 。 

实现了高等教育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跨越。

□100所高职示范校建设的实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顶岗实习的高职教育特色模式正在通过示范校建设的带动下深入贯彻落实。 

在改革推进中实现了模式转型，质量提升。

□新一轮教学评估的实施，突出了高职办学特色，指导高职院校明确办学思 

路，加快内涵建设，促进科学发展。

□进入十二五时期，无论从政策出台，各项推进工作的实施，均表现出了很 

好的发展势头，必将进一步促进高职教育加快发展。

（一）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一）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高职教育办学规模基本稳定。

2008年，高职院校1184所，在校生916.8万人。

2009年，高职院校1215所，在校生964.81万人。

2010年，高职院校1246所，在校生966.18万人。

2013年，高职院校1321所，在校生校均5876人。 

专任教师50余万



（一）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3. . 政策引导，内涵发展，提高质量

□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

□2004年，教育部颁发的《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 

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

□2005年，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发布 

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十五” 期间三个重要文件，促进了规膜发展，实 
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一）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3. . 政策引导，内涵发展，提高质量

□2006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国家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 

见》（教高〔2006〕14号）；

□2008年，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 

估方案》的通知教高〔2008〕5号。

“十一五”期间三个重要的文件，构建起了高职教育 
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



（一）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

3. 政策引导，内涵发展，提高质量

□2010, 《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2014,《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明确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方针、时间表、路线图。
◆职业教育作为支撑我国人力资源优化、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 
力量，其与产业、行业、企业互动中形成的“共生性”关系，
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成败。

“十二五”，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1.定位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2.职责

□使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

□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统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 

的重要职责。



3. 目标任务

□总目标：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 

合、中高职衔接、职普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 

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结构规模更加合理；

□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更加适应经济社会需求；职业院校 

办学水平普遍提高；发展环境更加优化。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4. 办学标准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根本；

□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办学导向；

□坚持把提高能力作为办学目标；

□坚持把校企合作作为办学制度。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5.高职教育的定位

□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要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 

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 

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

□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 

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培养目标定位

□1998---实用性专门人才。

□2000---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技能人才）

□2006---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从“性”到“型”的转变）

□2011---高端技能型人才。

□2014---技术技能型人才。

□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合作 

办学的的路子”的办学方针。

□高等教育：注重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强调循序渐进的 

学习专业知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6.专兼合作和技术技能积累

□建立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学校领导、骨干教师相互 
兼职制度。

□制定多方参与的支持政策，推动政府、学校、行业、企业 
联动，促进技术技能的积累与创新。

□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 
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 
与创新的重要载体。

□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 
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7.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建立健全课程衔接体系

□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提高信息化水平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课程类型

学科课程

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

主干课程

必修课、选修课 

考试课、考查课

职业课程

理论课、一体化课课、实 
训

A类课 B类课 C类课

专业核心课程、职业核心课 

公共课、素质课

学习领域

项目课程、模块课程 

长周期课、短周期课



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本科

技术知识

技术理论

实

专业理论

基础理论

学科型课程体系特点 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特点

实践

特点

•• 实践建立在理论的平台上，理论是实 
践的基础；理论系统化课程。

方法

•• 讲授为主。

适应领域

•• 科学研究、 工程设计

特点

•• 理论是实践的背景，实践内化、提 升理论；做中学，  
在学习中构建理论体系，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

方法

•• 目标驱动 、产学研结合。

适应领域

•• 技术应用（以技术为核心）

下一页



（三）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双师结构

专兼结构

课堂

专职 
教师

兼职 
教师

学校

“双师型”教师



专职 
教师

课堂

生产

兼职 
教师

生产

课堂

一岗双职

学校 企业

（三）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双师素质 能教，会做



课堂

专职 
教师

生产

兼职 
教师

学校 企业

探索校企合作体制机制

（三）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 懂教育
•• 精专业
•• 会生产
•• 高素质

好教师

教师

业务 
水平

专业 
水平

整体 
素质

（三）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高要求

职业 
水平

∑ 中学、企业、大学



1.较高的教学业务水平

□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首先要懂“教育”。既要懂初学者的
基本认知规律，还要懂本专业领域初学者的认知规律，尽 

可能多地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具备基本的教学能力和教 

学研究能力。

高职学生特点：

高职学生不会学习，从小不会学知识，不会考试，厌学 

抽象思维差，具象思维强，持久性差。

从简单到复杂；从初学者---成为能手

学生反感：老师总是讲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东西，讲一些没用的东西，讲一些没 

趣的东西。
教师反感： "生源的质量太差"，许多高职学生根本不具备上大学的基础，没
法教。

下一页

教研能力



□ 专业教师都要熟悉专业课程体系的构成和特点，要 

把握职业教育课程教学的评价标准，按照新的要求开 

展教学。

◆一堂好课的标准？
◆怎样教学？教案怎么写？怎样课改？
◆怎样建设课程？怎样设计课程？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职业调研？

下一页

1.较高的教学业务水平



一堂好课的评价标准

新课
① 学生为主体，学习者为中心
②突出能力目标
③用任务训练职业岗位能力
④职业活动导向
⑤项目载体
⑥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课程设计

旧课
①以教师为主体，学科知识为中心
②突出知识目标
③用逻辑推导来训练思维
④以知识系统为导向
⑤课堂活动、问答、习题、巩固知识
⑥知识理论实践分离的课程设计



2.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
科研能力

□ 作为高职院校的教师一定要懂“专业”。要具有本专业 

的系统知识和理论，同时要具有将过去熟悉的“系统理论 

知识”改造成“系统的应用知识”的能力。

□ 高职教师必须能进行本专业的研究工作，有研究成果，  

有创新能力。没有专业研究能力的人不可能是优秀的高等 

职业教育教师。



3.较高的职业实践水平 行家里手

□ 作为高职院校的教师还要懂“职业”。
“专业”更多的是从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上划分的。 

职业则要了解市场，要了解专业和人才两个市场；要 

了解行业需求、职业需求和岗位需求。职业与专业相 

关，但有差异。

□ 职业教育教师要懂经营管理、行业法律和规章制度。 

这些是过去知识教学中完全没有的新内容，因此，高 职

教师必须定期到企业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历，  

提高职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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