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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应用型本科高校和中职学校共同承担着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的使命，必须融入发展大局，在双向互动中同频共振、共谋发展。当前中职学校存在岗位设置制度滞后、

高层次人才队伍缺乏、优秀人才引进难等问题。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过长期实践已在上述方面累积了许多成功经验，

由此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管理制度、学科专业、师资培训等优势，通过制度融入、人才融入、教学融入、平台融入等

形式，帮扶和促进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更趋科学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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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职业

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服

务“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和扶

贫攻坚等国家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

制造 2025》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制造强国的宏伟

目标，并提出把人才建设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

对服务制造业的人才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实现以

上目标，必须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建设现代化职业

教育体系，培育制造业所需的各类职业技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 “为实现 ‘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

供坚实人才保障”。与此同时，国务院印发 《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职业

教育全面启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1］。应用型本

科高校、中职学校共同承担着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

使命，必须融入发展大局，深入开展 “校校合作”，

在双向互动中同频共振、共谋发展［2］。

2015 年 11 月，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的指导意见》，提出 “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

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

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

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

力”［3］。强调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的主要目标和任

务是为本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培养高级技

术应用型人才、培训职业学校的师资队伍。学校要

发展，关键依靠符合学校办学目标、办学理念且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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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中职学校要实现 “吸引人

才、稳定人才、用好人才和培养人才”的人才目

标，要大力开展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合作，建立

“校校合作”机制。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以充分发挥

本科职业教育优势，通过 “校校合作”打通高校与

中职学校的师资屏障，帮助它提升师资管理水平和

教师学历、职业技能、专业理论水平。

一、从岗位设置看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存在的

问题

岗位设置在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有良好的

导向作用，从岗位设置角度能较好分析中职学校人

才队伍建设情况，评价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性、有

效性，找出人才队伍中存在的问题［4］。

( 一) 中职学校岗位设置现状分析

2017 年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批准立项，课题组

就全国 8 367 所中等职业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情况开

展研究，研究抽样样本含 22 个省、4 个直辖市、5

个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32 个省 ( 市) 中

等职业学校。全国中职学校教师队伍共有专业教师

643 143 名，其中男性教师 303 570 名，占 47%; 女

性教师 339 636 名，占 53%; 正高职称2 602名，占

比 0. 4%，副高职称 158 549 名，占比 24. 65%，中级

职称 256 446 名，占比 39. 87%，初级职称 165 371 名，

占比 25. 71%，职称未定级60 175名，占比 9. 35%; 博

士研究生学历 552 名，占比 0. 09%，硕士学历45 476

名，占比 7. 07%，本科学历 538 134 名，占比 83. 67%，

专科学历 56 569 名，占比 8. 8%，高中以下 2 412 名，

占比 0. 4%。为了能充分反映全国中职学校的现实情

况，课题组从东、南、西、北、中部经济活跃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中抽取调查样本，分别是福建省、广东

省、陕西省、湖南省、浙江省、湖北省、重庆市、山

西省和西藏自治区等 9 个省 ( 市) ，共计 78 所中职学

校。其中，国家级示范学校占比 21. 1%，省级示范学

校占比 19. 7%，省属合格学校占比 19. 7%，市级合格

学校占比 26. 3%，县级合格学校占比 13. 2%。通过调

查问卷对抽样学校的教师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实

际岗位设置结构等数据进行统计［5］，调研结果统计

如下。

1. 教师年龄结构分析。20～29 岁教师占比 12%，

30～39 岁教师占比 32%，40 ～ 49 岁教师占比 35%，

50 岁以上教师占比 21%，中青年教师比例略低，教

师队伍老年化情况比较严重，结构不合理。

2. 教 师 职 称 结 构 分 析。高 级 职 称 教 师 占 比

27%，中级职称占比 43%，初级职称占比 30%，三

者比例接近 3 ∶ 4 ∶ 3。40 岁以上教师有一半没能评

上副高职称，其中一部分教师因为岗位职数不足，

竞争激烈导致无法评上，另一部分教师则因为学历

不高、综合素质能力较低，无法参与职称晋升竞争，

这成为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

3. 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比例分析。依据 《人事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义务教育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

见的通知》 ( 国人部发 〔2007〕59 号) 等文件，中

职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设高级岗位 ( 5 至 7 级) 、中级

岗位 ( 8 至 10 级) 和初级岗位 ( 11 至 13 级) ，按

2 ∶ 4 ∶ 4、3 ∶ 4 ∶ 3、3. 5 ∶ 4. 5 ∶ 2 这三种不同比例

进行设置。专业技术岗位是中职学校的主体岗位，

教师岗位占学校岗位总量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85%。

通过调研统计归纳，发现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学校仅

占 64. 5%，教师岗位占比最低的只有 70%。在已设

岗聘用的省 ( 市) 中正高级岗位职级设置较为混

乱，三、四级比例从 1 ∶ 1 到 1 ∶ 56 均有出现，且四

级岗位聘用数超核准数的情况比较突出，五至七级

岗位设置比例范围在 2 ∶ 4 ∶ 4 到 1 ∶ 3 ∶ 6 之间，部

分省 ( 市) 七级岗位中出现超岗聘用现象。

4. 教师对现行岗位设置满意度分析。根据调研

统计分析，87%的教师认为现行岗位职数限制影响

了职称正常晋升，44%的教师认为现行专业技术岗

位设置影响了职业成长，无法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27. 5%的教师认为现行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制约

了师 资 队 伍 结 构 优 化，师 资 管 理 难 度 大， 只 有

16. 5%的教师认为现行专业技术岗位设置能有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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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师职业成长，充分调动积极性，11. 9%的教师

认为现行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优化了师资结构，规范

了师资管理。

( 二) 岗位设置现状反映出中职学校教师队伍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岗位设置管理制度改革滞后，影响教师工作

积极性的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 1) 正高级

技术岗位没有明确比例，且没有形成常态化晋升机

制，影响教师职称的正常晋升; ( 2) 七级岗位超编

现象 问 题 较 严 重，影 响 了 年 轻 教 师 的 岗 位 晋 升;

( 3) 教师岗位占比偏低，造成教师超工作量运转，

没有 精 力 和 时 间 更 新 知 识、提 升 实 践 操 作 技 能;

( 4) 岗位聘用合同、考核结果流于形式，大多数岗

位设置仍按照职称、职务、任职年限、工龄等因素

来进行岗位评价，岗位调整或解聘难度较大，能上

能下的机制难以实现。

2. 新招聘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通道狭窄，影

响中职学校高层次人才招聘。近年来，全国职业院

校扩招 100 万，导致多数中职学校现有在校生数远

超 2010 年核编时的在校生数，教师需求量激增而编

制数有限，因此部分学校只能以非教师系列的专业

技术岗位招聘高学历教师［6］。但在首次岗位设置时

非教师系列的专业技术岗位未设高级、副高级五级、

中级八级岗位职数。部分中职学校虽能以教师编制

招聘新教师，但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数已经被老教师

占满，岗位数严重短缺，导致新进高学历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影响中职学校对高素质、高学

历人才吸引力。

3. 高层次人才队伍匮乏，影响中职学校的学科

专业建设。办好职业教育，师资是第一关卡。现有

中职院校教师队伍的主体是本科学历，硕士以上高

层次人才的匮乏导致教师队伍缺乏有较高专业理论

水平、能够担任专业建设重任的专业带头人。大多

数普通教师又因缺少学科带头人的传、帮、带，教

学科研能力难以提升，进而影响教师队伍的总体素

质，影响中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4. 高技能人才队伍缺乏，影响中职学校专业建

设的发展。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中职学校人才培养和

专业建设的重要方向。从企业引进专业人员和高技

能型人才通道不畅，企业生产一线成熟的高技能型

人才在学历方面受限，无法进入职业院校。同时，

企业人员进入职业院校后，现行岗位设置中没有为

高技能企业人才特设高级岗位和可直聘绿色通道，

往往要按照教师职称序列从初级开始评聘，导致此

类人才的合理待遇难以落实，严重制约高技能型人

才的引进。高技能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中职学校

的教学质量提升，最终影响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

质量。

把脉中职学校的岗位设置，查摆出中职学校在

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借鉴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先

进经验，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经

验和优势

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比中职学

校更加灵活和科学。应用型本科高校为厅级单位，

编制更加充裕、规划更加科学、系统更加完善，在

岗位设置上更加自由、灵活和科学。尤其在人岗相

适方面，应用型本科高校更具有自主性和机动性，

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制度优势、学科专业优势、培

训师资优势等三个方面。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在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

值得中职学校借鉴，可以帮扶和促进中职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更趋科学和完善。

在制度优势方面，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各类人才

采取分类管理制度，如对专任教师采取科研为主型

岗位、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和教学为主型岗位等三

类，分别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和晋升机制。这种按

类管理、按类考核、按类晋升的模式，促使各二级

单位在制定人才岗位时，充分考虑各类人才的配置

与比例，使人才管理制度可操作性强。针对不同类

别教师采取针对性的管理、考核和晋升制度，发挥

不同类别教师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对教师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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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应用型本科高校在促进 “双

师双能”师资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制度保障和激励

约束机制，在专任教师和行业导师双向交流与互聘、

教师下企业引发的结构性缺编问题、企业兼职教师

管理及其从教能力培训提升等方面，具有独到的制

度优势。针对中职学校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可以

参照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管理的制度经验，采取适

合中职学校发展的立体化分类管理模式，解决企业

引进专业技能型人才难、非师系列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晋升难等问题，充分调动各类岗位人才的积极性，

做到科学分类，统筹安排［7］。

在学科建设优势方面，应用型本科高校注重理

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定位，培养和积淀了

应用型学科带头人和学科建设平台。在转型实践中，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科建设区别于学术型、研究型高

校，重视和强调学科的应用型服务导向，更强调与

社会经济挂钩，学科专业的设置紧紧围绕地方经济

发展需求，学科研究侧重于解决企业一线实践问题，

因此与业界的互动更加频繁和紧密。基于以上两个

原因，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注重 “双师

双能型”教师的培养，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注重企业

的用人需求，同时注重校企共建应用型学科平台、

产业学院、应用型实践基地、产业实验室等。中职

学校虽然也强调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要求 “双师

双能型”建设，但限于教师的学历水平、知识储备

和业界联系等问题，存在天然的瓶颈和不足，可以

通过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 “校校合作”，推动和

促进自己的专业师资建设。

在师资培训优势方面，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高

端的应用型培训师资聚集的优势。相较于中职教师，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普遍具有更高的学历和学科专

业理论水平，能为中职学校教师队伍的在职培训和

学历提升提供良好的培训师资和切合职业教育的培

训课程。由于中职学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目

标都是为本地企业培训职业技能型人才，若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校企合作学科平台、校企共建实验室、

培训基地与周边中职学校的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

伍建设目标有高度的匹配度，能更好地承担起同区

域周边中职学校教师队伍的培训任务。应用型本科

高校承担中职学校师资培训有其独到的优势和特殊

的效能，对于提升中职学校的师资队伍总体水平，

不失为一条捷径和良方［8］。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助推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

设的建议

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

重要主体和核心枢纽，是决定和体现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水平的关键要素。为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需要应用型本科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有机衔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协调发展，建立

一个多主体施教、多层次递进、多维度衔接的综合

性职业教育系统，以适应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

层次不断高移［9］。中职学校加快发展的关键在人才，

实现“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用好人才和培养人

才”的人才目标是中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目

标，也是与高校开展 “校校合作”的主要目的。应

用型本科高校可发挥教师高学历、强理论和重科研

等优势，助力中职学校提升师资队伍综合能力与水

平，补齐师资短板，使中职学校在 “校校合作”中

真正获益。

( 一) 制度融入，加强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应用技术的快速发展迫使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

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应

用型本科高校应在 “校校合作”中主动搭建人才合

作培养平台，通过合作学校之间定期或不定期的沟

通协调会议，探索应用型本科与中职学校的有效合

作途径、合作模式，在如何强化中职学校内涵建设、

提升办学层次与水平上出谋献策，在如何提升职教

体系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声誉和提

高职业教育招生吸引力上起主导作用。同时积极通

过合作平台，整合合作院校资源，实现图书馆、实

验室和实训基地等资源共享，充分利用高校学术研

究平台和高层次人才队伍等资源优势，帮助中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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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 二) 人才融入，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新型工业化、互联网农业、

智慧城市等产业发展形成新态势，对劳动密集型岗

位用工需求明显减少，同时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

提高了，这促使中职学校的教学内容要与企业需求、

技术最新发展建立联动机制。应用型本科高校应与

中职学校共享 “双师型教师”、行业导师资源，通

过组织中职师资专项培训班或定期派出优秀教师到

中职学校交流、指导教研等方式，深入指导中职学

校教师下企业实践、顶岗，了解产业发展新态势、

新技术应用，参与企业项目开发，提高教师实践操

作技能和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提升中职学校教师教

育教学水平，进而提高中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 三) 教学融入，优化中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职业教育要求中职学校深化教学改革。职

业教育推行 “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等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师傅带徒弟、理实一体化、

项目化、小班化、分层次等教学形式。应用型本科

高校要在课程衔接、应用型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帮扶

中职学校，推动中职学校的课程改革，促进中职学

校主动对接产业链，加强产教融合，建立与行业、

企业高度融合的应用型课程体系，帮扶中职学校建

立开放立交、内外衔接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

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和就业竞争力。

( 四) 平台融入，优化中职学校教师发展路径

职业教育办学的关键在师资，师资建设关键在

“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培养上。要做好 “双师双能

型”教师的培养，平台的作用十分重要。应用型本

科高校普遍有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为教师成长

搭建平台，进一步聚焦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内涵，

高校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个人发展路径。中职

学校的教师发展也可以借助高校的教师成长平台，

优化发展路径。一是可以借助高校新教师成长路径，

主动融入高校教师成长平台，设计出新进教师－青

年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教学团队－专家

型教师的成长路径; 二是可以借助高校课堂教学的

课程组，设计出课程组－工作坊－教研室－系部等基

层教学组织建设及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三是可以

借助高校的校企合作平台，提升青年教师的实践动

手能力，真正做到 “双师双能型”的素质。通过平

台融入，可以缩短人才成长的周期，实现高校与中

职师资建设机制和平台建设的有机融合。

2014 年 6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 － 2020 年) 》明确指

出: “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

重要位置，到 2020 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

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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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时规划提出要系统

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体系。目前中等职业教育从体系、体量、质量、功

能以及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和作用都被赋予了新的内

容和意义。应用型本科高校积极融入现代职教体系

是主动适应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因

此，应用型本科高校应积极与中职学校开展 “校校

合作”，共享高校优质管理资源、人才资源，助力中

职学校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向更高、更快的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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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ference of the Teachers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school Cooperation

ZHENG Fangfang

(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type of education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st closely．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hare the mission of ser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must integrate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ek common progress in two－way interaction． At

present，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gging of the post setting system，the scarcity of

high－level talent teams，and the difficulty in introducing outstanding talents．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ccumulated many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he above － mentioned aspects through long － term

practice． As a result，they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s advantages in management system，disciplines，teacher training，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teacher recruitment sources． At the same time，they also can help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system integration，talent integration，teaching integration，platform

integration，etc．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construction;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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