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明确职业教育教师“三师”定位，精准化阐释教师队伍培养之“魂” 

建设具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新时代职业教

育改革的明确要求，做“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的首要任务。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定位职业教育教师的三重角色—

—人师、经师、匠师。“三师”定位既有职业教育“双师”的内涵，又高于“双

师”，明确要求教师既要做涵养德行、示范引路的“人师”，又要做精通专业、潜

心问道的“经师”，还要做躬行践履、行笃知明的“匠师”。既体现“经师”和“人

师”的统一，又突显职业教育“匠师”的类型特点。 

（二）构建“六力三段五向”培养路径，结构化设计教师队伍培养之“树” 

1. 六力固本为根，厘清教师队伍培养基础根系 

学校依据教师岗位胜任力理论，解构“三师”内涵，分析教师岗位典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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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六力”直指职业教育教师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使命和职责，“三十要素”引导教师明确认识职业教育工

作的各项任务和相应的素质能力要求，为学校选拔、培养、任用教师提供标准和

依据，为有针对性开展教师队伍培养厘清了基础根系。 

 

 



图 1  职业教育教师角色定位与能力要素体系 

2. 三段进阶为干，分段设计教师队伍培养重点 

1段（生手→熟手）：向下扎根，夯实核心能力； 

2段（熟手→能手）：向上生长，提升复合能力； 

3段（能手→强手）：开枝散叶，强化优势能力。 

根据教师职业成长发展规律划分三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教师的专业发展需

求，明确各阶段能力培养重点，建立教师分段培养框架（见表 1）。 

表 1：教师分段培养框架 

 

3. 五向扬长为枝，统筹规划教师队伍培养方向 

将教师个体多元发展和学校教师队伍结构化培养相统一，统筹规划教师培养

的五个方向：教学+学工、教学+研究、教学+管理、教学+培训、教学+咨询。以

五个“教学+”形成向上生长的“分枝”，为具有不同能力优势的教师提供向上

发展的机会和通道，引导教师进一步扬长、拓展职业能力，成长为欣欣向荣的“树

冠”，在学校人才培养、服务发展等各项工作中成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见图

2）。 



 

图 2  “树形”教师队伍培养路径 

（三）实施分类分层的教师管理机制，网格化激励教师队伍发展之“势” 

1. 横向分类管理，开创性推动教师队伍结构化改革 

根据学校多元业务发展需要，将教师队伍分为教学、学工、研究、管理、培

训、咨询等不同类型，根据每类教师的岗位工作特点和要求，明确任职条件和考

核指标，完善“德能勤绩廉”为核心内容的分类管理考核办法。在三年一轮的岗

位聘任中，教师可根据学校的岗位设置和自身的能力优势进行跨类别选择，实现

岗位动态调整。制定企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健全企业兼职教师聘用、管理、考

核机制。通过分类管理，从制度上保障了教师多向发展，形成与学校多元业务相

适应的结构化教师队伍。 

2. 纵向分层激励，持续性推动教师队伍立体化发展 

对包括企业兼职教师在内的各类教师依据能力和绩效目标分设 3-4 个级别，

实行差异化管理，形成纵向梯队。以多元多维的年度考核结果关联三年一轮的岗

级调整和骨干教师认定，符合相应级别考核指标的教师可破格定级并享受相关待

遇，解决了因职称评定名额与年限限制、能上不能下等造成的队伍僵化问题。通

过“横向分类管理、纵向分层激励”的网格化管理(见图 3)，使处于分类分层坐



标系中每个节点的教师都能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和阶段目标，让优势可选择，让

努力看得见，让激励促发展。 

 

图 3  教师分类分层管理体系 

（四）构建开放多元的教师培养体系，协同化营造教师队伍培养之“态” 

1. 发挥“政研行企校”多主体优势，营造五方协同的教师队伍培养生态 

充分发挥政-研-行-企-校多主体的教师培养优势，由政府部门出政策提要求，

提升教师培养的高度；研究机构出思路做指导，把控教师培养的精度；行业企业

出资源做支持，拓展教师培养的广度、深度；职业院校出方案做实施，解决教师

培养的效度，系统构建教师队伍培养生态。 

2. 集成“岗培研赛创”多载体功能，打造五项联动的教师队伍培养平台 

将政研行企校各方资源有机整合，统一纳入教师队伍培养体系中（见图 4），

为教师搭建集岗位工作、学习培训、教研交流、竞赛练兵、科研创新多载体联动

的教师队伍培养平台，通过岗位历练、培训赋能、教研督导、赛项催化、创新驱

动多措并举，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高素质、复合型、结构化教师队伍，实现教师

个体成长与队伍培养的同向同行。  



 

图 4   开放多元的教师培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