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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牧工程学校

分层递进 校地合作育“双师”英才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石。教育部等四部门在《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了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

的第一资源，是支撑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力量。建设高素质“双

师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到 2022 年，职

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建设 100 家校企合

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可见培育一支高素质"双师型"教师

队伍是当下所有中职学校的光荣使命。

我校 2018 年被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为第三批

中央财政立项支持的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项目学

校。畜牧兽医专业（现为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作为学校国家示范校建设重

点建设专业。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队伍建设改

革意见》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学校在进行畜禽生产技术品

牌专业建设的同时，为了解决我校“双师型”教师数量总体提升的问题开

展了分层递进、校地合作的方式，推动、完善了我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工作，打造了一支优秀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我校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探索，攻坚克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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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汇报如下：

一、“双师型”教师队伍分层递进、校地合作的推进路径

“双师型”教师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应⽤能⼒。“双

师型”教师的比例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各项评估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校首先是在“人力”上下功夫。即利用各种方式在培育专业教师

向“双师型”教师看齐的同时，也采用公开招聘、精准引进等方式引进企

业技能大师、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进行师资积累。拓宽“双师型”教师队

伍来源渠道，使得教师水平得以提升，教师结构得以优化，保证团队的生

命力与稳定性。其次是健全制度。在完善教师聘任标准、聘任制度及考核

管理标准等保障制度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使得“双师型”教师在职务

晋升、岗位聘用和津贴分配等⽅⾯得到倾斜，在科研课题申报、教学能力

比赛等方面也获得优先资格。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做好辅垫。

（一）分层递进，开展教师培养工程

在“双师型”教师团队构建过程中，学校制定了递进式的教师层级认定

培养方案（如图 1 教师培养对应目标）。对不同层级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教育教学理论、专业技能水平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划。专业教师只要满足其

中相应条件，经个人申请，教学专业部初审、教务科审核、学校召开专题

会议对申请材料进行终审，通过即可以认定为相应层级。并成为上一层级

的培养对象。

如图 1教师培养对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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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及初级双师型青年教师。自品牌专业建设以来，教务科与人事部

门联合建立青年教师成长与发展档案，共同为青年教师制定培养方案（图 2

初级双师培养途径）。对 35周岁以内及入职 5年内的青年教师，根据学校

的培训体系，在教学能力上主要通过开展青年教师培养、进行传帮带、“师

徒结对”等活动，让青年教师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技能上得到提高。在专业

技能上，坚持新任教师深入企业社会一线顶岗实践制度；鼓励教师多参与

行业研发与技术交流活动，参加各种资格认证培训，考取专业的资格证书，

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激发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使得教师的潜力可

以得到发挥。三年来，我校青年教师的双师率达到 56%。成为中级“双师型”

教师团队可靠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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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初级双师培养途径

学校的青年教师培养（传帮带）活动，是由有经验的专业带头人、教

学能手、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定期开展集体教学研讨活动，定

期研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探讨教育教学中遇

到的问题。利用平时上课及实习、实训等操作机会进行帮带，将优秀教师

初级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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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传授给青年教师，尽快让青年教师进入角色，提升

教师业务水平。“师徒结对”是我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的一种有益

的补充，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采用这种方式既有利于增强青年教师的

实习实训指导能力，也有利于加强实习实训课堂的管理，提高学生的实习

实训课学习效果。

2. 培养中级双师型骨干教师。为提升品牌专业建设的整体效果，我

校以师资培训为抓手，建立校内与校外结合、理论与实践互补，长短与产

学相结合、教学与科研互动的立体化培训和评价机制。培养的对象主要以

教学能力达到中级水平的专业教师。在培养时，将他们组建为学习型团队，

培训的内容主涉及职业教育理论、教学方法、专业技能、新标准新工艺等

方面。在品牌专业建设期间，我校根据建设需要，结合教师个人的综合能

力，利用政策引导让教师在培养期间主动申请到企业中进行培训实践，了

解、掌握最前沿的生产技术，并应用到课堂中。鼓励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技能比赛，激励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比赛、专业技能大赛、产品研发以及

技术攻关等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对于专业技能较强的专业课

教师学校则侧重让他们参加职业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的培训。鼓励他们参

与科研与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并将研究成果转化

为论文、专利等，体现在教学活动中，提升教师的总结能力与展示教研成

果能力，使得教师的科研能力可以不断提升（如图 3 教师中级职业资格破

解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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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教师中级职业资格破解途径

3.打造高级双师精英人才。高级“双师型”教师是无论在教学能力还

是专业造诣都是有较高要求的。我校在打造高级“双师型”教师时主要通

过两个途径。一是培养本校教师。二是引进技能型人才。

培养本校教师,特别是培养专业带头人是学校提高高级“双师型”率的

主要方式。而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丰富其企业实践经历，校企合作是“双

师型"教师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我校通过制度引导，将具有中级双

师以上专业骨干教师每两年派出至少两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顶岗实

践；鼓励教师面向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技术开发、转化与改造。其中高级

讲师胡发硕、龚筱丽等与企业共同开发的《一种牲畜养殖用具有搅拌机构

的饲料喂养盘》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使教师得到进一步的

锻炼和提高。在学校的畜牧兽医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畜禽生产技术专

业实训室建设中，项目负责人都由学校的专业骨干教师担任，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专业实践能力也得到了锻炼与提高。

引进技能型人才是学校提高高级“双师型”率的有效补充。在学校建

立的校企双向介入，共同育人机制下，我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让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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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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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高技能人才在不影响企业生产和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到学校授课。

三年来，从行业企业引进的技术骨干、在生产第一线直接从事专门化技能

劳动的能工巧匠达 36人，改善了品牌专业教师高级双师人才的不足。企业

兼职教师到校后担任着师傅与教师的双重职责。既要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

师结成对子，进行定向培训，一对一指导，又要单独承担学生实习实训指

导教师的授课任务。通过定向培训，企业兼职教师能准确地了解到我们的

教师缺什么，从而教给他们什么，使他们的技能不断提升。比如，在区级

畜禽生产资源库建设中，广西扬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周祖兴就与给我

校专业教师梁炜结成对子，周总监向师生们展示了互联网+养殖技术真实案

例，教师们获得了第一手教学素材，在教学中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同时，

我校还组建了一支由高级讲师李华慧为代表的师资培训团队，对企业兼职

教师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基本

上建成了一支专业结构与学校专业设置相适应、数量达标、业务能力强的

兼职教师队伍。

（二）校地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1.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深化校企合作，

我校制定了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共同发展的制度。校方以就近原则引进当

地合作企业中的高端技术骨干，到学校作为兼职教师进行授课，同时让学

校中的骨干教师到学校周边的企业中实习实践，实行了校企双介入，加强

了校企间的合作，实现了资源共享。在品牌专业建设中，学校严格落实“专

业课教师每两年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两个月”的规定，充分利用寒

暑假时间，让专业教师深入生产第一线，接受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了解

企业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体验企业生产氛围，探讨解决教学中遇到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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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问题，提高实践操作能力。鼓励专业教师走进生产企业，积极参与技术

开发、技术转化与技术改造，使教师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品牌专业

建设期间，我校共有 15名专业教师被企业聘请为技术顾问，胡发硕等教师

长期为企业服务，同时收集教学素材，一举两得。组织专业教师 189 人次

到柳州市鼎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柳州市永新畜牧集团、柳州市先锋

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肉牛、牲猪、禽类养殖及疾病防治的实践锻

炼，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2.科技服务，实现双赢。科技特派员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提升农业科

技创新支撑水平。我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师积极响应广西科技厅的号召，近

三年来共有 36人次加入广西科技特派员队伍。服务的范围涉及柳州、来宾、

梧州、桂林、河池五个市中的七个县区，年均培训农户达 800 多人，覆盖

养禽、水产、养猪、养牛羊养殖业。在良种培育、新型药品、农产品精深

加工及贮存、疫病防控、食品安全以等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撑。推动了农村

科技创业和科技精准扶贫工作。广西科技厅为专业技术人员搭建了一个优

质的服务平台，也使得我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路径更加广阔。

2022 年我校 11 名专业教师入选广西科学传播专家。参与行业标准的制

定、重大项目论证以及专家智能库咨询活动，使得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权威

性得到不断提升。

二、成果与成效

（一）专业师资队伍结构合理

我校畜牧生产技术专业教师 128 人，截止目前，获得广西中等职业学

校“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的有 98人，所占比例 70%，其中初级 22人，中

级 37 人，高级 5人。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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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活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基本形成。

（二）专业教师教学、科研能力提升显著

教师们在各级各类教学技能比赛中均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区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 2 项，区级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5

项，区级有关专业、课程建设课题完成 7 项，在研 3 项，获得校级名师工

作室认定 1 个，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认定 1 个，教学改革论文发表 50篇。

（三）教学的资源体系适应专业发展

36 名专业教师在深入企业实践锻炼后了解到了市场技术的革新，编著

校企双元化活页式教材 7 部，并在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2门获得自治区“十

四五”规划教材立项。也为制订以校企合作为特色、以工学结合为目的畜

禽生产技术人才培养方案及专业课的课程标准奠定了基础。

三、体会与反思

在品牌专业建设中，“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长期、动态的管理过程，应该与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团

队建设制度、创造条件，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满足社会对“双师

型”人才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