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构建教师能力要素体系，解决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职业教育教师岗位胜任

力内涵不清的问题 

新时代职业教育生源多样、学制多元、专业升级、课程更新、功能拓展，对

教师的育、做、研、训等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有效区分、甄别和培养胜任

新要求的教师，缺少清晰的标准。学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职业教育

教师应具备的六种核心能力——师德践行能力、专业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力、

职业实践能力、培训指导能力、研究开发能力，以及三十项能力发展要素，为

针对性开展教师队伍建设厘清了基础根系。 

 

图 2  职业教育教师角色定位与能力要素体系 

2）重构职教特色的教师培养路径，解决传统“金字塔”型结构因发展空间

逐层窄化带来的动力不足问题 

传统的教师队伍结构往往呈现“金字塔”型，发展空间随着层级提升逐渐窄化，

对大多数教师形成成长瓶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教师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校根据

教师职业成长发展规律，分段设计教师队伍培养三重点——1 段夯实核心能力、

2 段提升复合能力、3 段强化优势能力；统筹规划教师培养五方向——教学+学

工、教学+研究、教学+管理、教学+培训、教学+咨询。创新“教学+”复合式、

特长型教师发展理念，让具有不同能力优势的教师都拥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有效调动了教师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图3   “树形”教师队伍培养路径 

3）完善教师分类分层管理制度，解决原有管理制度与教师队伍结构化改

革不适配形成的激励不足问题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出新要求。学校完善教师分类

分层管理制度，对教学、学工、研究、管理、培训、咨询不同岗位的教师开展

分类管理，各类教师依据能力和绩效目标分设3-4个级别，按三年一个聘期开

展岗位动态选择和级别动态调整。通过横向分类、纵向分层的网格化管理，全

面覆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师，使处于坐标系中每个节点的教师都能找到自

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真正实现了让优势可选择，让努力看得见，让激励助发

展。 

4）集成多主体的教师培养优势资源，解决学校单一资源不能支撑复合型教

师队伍跨界培养的问题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具有跨界特征，要解决教师中存在的技能实操弱、企业经

历不足、研究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仅靠学校自身的力量难以达成理

想的效果。学校统筹政研行企校五方的教师培养资源，营造五方协同的教师队伍

培养生态——政府资源，提升教师培养的高度；研究资源，把控教师培养的精度；

行业资源，拓展教师培养的广度；企业资源，解决教师培养的深度；学校统筹资

源，解决教师培养的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