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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7年，我国建成第一所职业学校福州马尾船政学堂。
伴随着职业学校的诞生，职业学校教师的标准也不断被提出。
陶行知认为“大概养成职业师资之法有三：收录普通学子教以经验学术与教法；收录职业界之杰出人
物，教以学术与教法；延聘专门学问家与职业中之有经验者同室试教，使其互相砥砺补益，蔚为职业
教师。
⋯‘健全之职业教师，自必以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具有为标准。
”自陶先生开始，职教教师就被赋予是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于一身的一类教师群体。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职业学校定义为培养救时济世实用人才的场所；1917年，黄炎培
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
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职业教育在中国一经开始，便充分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思想，因此，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被要
求具备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的双重能力。
这也许是双师型教师被提出的最初之意。
　　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技术
发展相对先进，职业教育理论相对成熟，职业教育师资标准及要求相对规范。
就德国而言，双元制学校一直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学习借鉴的典型经验，其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教
育以及队伍的建设具有一套规范的制度和章程，因此，本书阐述和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师资建
设经验，以期对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引发一些启示，促进我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整体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教师要具备理论教育和实践指导的双重能力，也称为双素质
。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学者莫尔主张将教育和劳动结合起来；法国作家拉伯雷提出直观教学法，主张在
实践中学习；康伯内拉主张把一个城市用城墙分为七个区域，利用其中一个区域作为职业教育的场所
，在这个场所里，布置各种工具等，并请高明的师傅传授知识，讲授职业技术基本知识并组织学生参
加现场和实地实习；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重视学校职业教育并将其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他认为将
功课劳动合一，提倡职业训练，是提高人的工作能力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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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比较研究》从健康、持续发展职业教育的角度出发，为着力提高我国职
业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分析、比较了我国部分省市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比
较、研究了国外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典型做法；结合我国职业院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的沿变、
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的革新与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健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机制，创设
双师型教师成长的外部环境，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确立双师型教师观与培养标准，以期
建立、健全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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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
高[2000]2号）中的第九条指出，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要“抓好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努力提高中、青年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他们既具备扎实
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①在《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中指出，要有计划地组织教师
参加工程设计和社会实践，鼓励从事工程和职业教育的教师取得相应的职业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培
养具有“双师资格”的新型教师。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高专）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高厅[2002]5号）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总体上结构不尽合理
、实践能力偏弱、培养渠道相对贫乏等情况尚未从根本上改观。
”因此，该《意见》提出要“建设一支理论基础扎实，又有较强技术应用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②　　其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状况也成为我国职业技术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
双师型教师最早是作为原国家教委规定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须具备的几点条件之一出现的，而《教育部
关于颁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的通知》（教发[2000]41号）第二条也规定“设置高等职
业学校必须配备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其人数应与专业设置、在校学生人数相适应⋯⋯每个专业
至少配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2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本专业的双师型专任教
师2人；每门主要专业技能课程至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2人。
”③　　在1999年确定了北京工业技术学院等几所高等学校为我国第一批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
位之后，教育部于2000年首次启动了第一批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并指出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
要“加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学历层次较高、年龄结构合理、双师型素质突出
、专任与兼任相结合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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