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5卷第2期

2015年6月

Vol.15No.2

Jun.2015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5.02.004

收稿日期：2015-02-27
作者简介：陈新开，法学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法制素养。

专业导向下高职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路径探讨
陈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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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所具有的“高等性”和“职业性”决定了高职教师在教学能力提高取向上的深厚理论功底及对

高技能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高职教师在专业理论、教学方法、实践教学能力等方面尚存在明显不足，与高职院

校在人才培养中的定位及学生培养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影响了教学效果的发挥和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对

此，就专业导向下高职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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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ultivating Path of Teaching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Under the Professional Guidance
CHEN Xin-kai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Higher” and “Profe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cides that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

should have the deep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improving orientation in teaching ability and mastery of high skills. However,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there is obvious deficiency in professional theory,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vocational teachers, which

leaves a large gap between positioning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udents’ cultivation

and has an impact on the teaching effects and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Therefore, the paper makes and exploration on the

cultivating path of teaching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under the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puts forward detailed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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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导向下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在高

职教育中的地位

（一）高职人才培养的特性决定了教师教学能

力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是培养专业性、应用性人才的高层次

教育机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高职院校突出的特征是“高等性”和“职

业性”的统一。作为“高等性”的体现，是其所培

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就其“职业性”方

面来说，是要学生掌握高层次的专业技能。与普通

高校的毕业生相比，在技能上要有明显的技能优

势，岗位适应能力强。不少专家学者所倡导的高职

教育在教学环节上“零距离”地与企业生产一线接

轨，强调的学生在技能上所达到的要求。在此人才

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的教师应该如何在教学能力

上加以提升以应对此培养目标的挑战，是一个必须

认真面对的严肃课题。

（二）企业对劳动者提出的要求决定了教师教

学能力提高的紧迫性

现代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社会经济发

展对高素质的劳动者的需求不断攀升。在此背景

下，站在企业的角度，不只要求劳动者拥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素质，还要求其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同

时，企业对利润的追求的价值导向也要求劳动者对

相关岗位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此要求身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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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线的高技能人才的教育者地位的高职教师自

身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尤其要有对操作技

能的掌握。所谓“学高为师”就是强调教师要具备

深厚的理论知识，而“做中学”的高职人才培养的

特色无疑突出了教师的实践技能的掌握，此两方面

对高职院校教师的要求无论如何强调均不为过。

（三）高校按“专业”招生的改革模式对教师

教学能力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2017年起，浙江省将在高等职业院校实行按

专业招生，考生按职业院校的各专业在全省的排名

顺序填报志愿的招生改革方式，改变以往那种凭借

一、二个热门专业撑起一个高职院校一片天的现

象。对各高职院校的排名也不再是一个综合的排

序，而是以专业为单位。这将会导致高职院校间专

业的竟争更加突出，从一、二个特色专业的竟争转

向所有专业的竟争。实践证明，专业的竟争往往取

决于专业的教学效果，此不可避免地要求专业教师

教学能力的提高。没有一流的专业教师就不可能有

一流的教学效果，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社会评价，更

不可能有一流的高职院校。不言而喻，学校的办学

质量的高低更加依赖于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在填

报志愿方面对某一高职院校的青徕也主要取决于教

师的专业教学能力。

二、高职教育中教师教学能力所面临的

困境

（一）从师资来源看，教师教学能力不容乐观

当前高职院校教师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高校毕

业直接走向教学岗位的；企业引进的；从其他高校

引进的。各来源的教师各有其优势，但也有不足。

突出的问题是部分教师对专业理论性在高职教育中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不愿系统地去掌握理论知

识；或是不重视教师的技能性培养而使不少教师缺

乏专业的操作技能，有嘴上功夫却没有动手的能

力；或是既没有理论的高度又没有实践的操作技

能；或是对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无法有效的运用。上

述种种现状对教师的教学能力的培养而言，在备课

环节上表现为备课不透，吃不准教材；在授课过程

中体现为抓不住教学主线，难以理清重点，说不透

要点、攻不破难点；若指导学生的实践，其教学效

果不尽如人意。

（二）教学环节所面临的问题要求加强教师教

学能力的培养

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高。课堂教学作为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

的主渠道，其功能远未有效的发挥。有相当一部分

学生上课没有较好地集中注意力，甚至没有听教师

授课。近年来，部分省市还为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而专门设计了一批有针对性地课堂教学改革的专

题，不少高职院校为配合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

效果专门设立校级教改课题。此举一方面说明课堂

教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高

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某种缺陷。

（三）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滞后

高职院校为实现学生操作技能的提高而采用

“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强调教室要搬到企

业，企业师傅要走进课堂，学生的作业要成为产

品。强调的是从学生能够学到技能的角度而由企业

师傅来授课，却较少地从学校现有教师的实践技能

方面的改善来探讨。不少高职院校虽然也从制度层

面上强调职业学校的教师，甚至于中职的教师也要

持双证意在突出教师的实践性技能，而在现实中充

其量也不过是在教师证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职业资

格证书，其实践能力往往是低层次的。就培养学生

的实践技能而言，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远远滞后于

企业对学生操作能力的要求。

三、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具体对策

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要以有利于学生的理论知

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学生的专业技能的提高为目

标。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的目标

趋动下，教师如何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技

能以有效地处理教材，并根据学生的学习的现状和

特点，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较好地吸收教

学内容。

（一）提高教师处理教材的能力

1.在整体中把握局部——“熟”

教材如何处理？所谓的备课先需“备教材”问

题。总体而言，备课要对整本书的知识烂熟于心，

明确教学的目的和学生通过学习所需掌握的知识。

就某一个章节而言，或是某一节课而言，只有在知

道该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处

理教材。而现学现卖是不可能有效地处理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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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理论知识为支撑——“透”

处理教材的能力依赖于教师专业理论水平。此

需要教师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在不少高职院校在指

导思想上重教学而轻科研，教师的教学任务重。教

师在从事教学后还能认真地钻研专业书籍的不是很

普遍。而要驾驭书本知识，深刻了解书本内容，没

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是不够的。

3.梳理授课的具体思路——“明”

根据教师对本部分知识的思考而提出具体的授

课主线。角度的不同，可归纳的思路也不一样，但

目的是让自己在授课时不至于迷失方向，从学生的

学习方面来讲，也不至于云里雾里难以掌握教师到

底讲了什么。通过一条或几条教学思路的梳理，把

相关的知识点串连起来，对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能

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提升教学手段的有效选择能力

1.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能力

教学手段运用要以教学效果的达成作为评价的

依据。教学手段的运用离不开教学目标，并且手段

的选择不能偏离教学目的的实现。教学方法的运用

要依据所教授的内容而定，讲授法、讨论式方法、

案例教学法、翻转式教学法、循根求源法等方法均

可采用，其各有优势，也存在某种缺陷。如“循根

求源法”的教学手段的运用，其强调的不只是知道

其所然，还须掌握之所以然；不仅了解其现状，还

需要深入地探讨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成为目前的样

子，并要掌握前沿的知识，了解目前所授内容所面

临的问题及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

2.现代化教学手段与传统手段相结合的能力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在高职教师的授课中已

成普遍化的态势，以其清晰性的字体，直观性的特

点取代传统的板书式的教学方式。但其过多的信息

含量也往往导致学生无法接受，而且可能存在教师

过份依赖于课件和对多媒体的依赖，疏于备课。板

书的运用也存在其优点，不可一概加以否定，在某

种程度上能补救多媒体教学的不足，若教师能对关

键的知识点、难点进行必要的板书式的梳理，既达

到让学生知道教学重点之所在，也能让学生站在宏

观的角度看问题，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根据教学对象的认知力和可接受性所要

强化的教师教学能力

备课不仅是备书本知识，尚需备学生，考虑学

生的实际情况，教师的教学能力的培养要考虑到学

生的认知力、可接受性方面的现状，关注学生认知

的特点。教师在教学内容的组织、教学方法的选择

应围绕着学生能否接收所教授的内容，是否能较易

地接收所教授的内容为衡量指标。教师应对学生的

知识现状和学生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并

在此基础上采取如下方法。

1.“典型性”：案例选择要做到典型性

教学的目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教学目标

的达成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典型就是最

能体现教学的内容的要求，能通过个案从而达到举

一反三的功效。选择典型案例，并通过案例的分

析，一方面把抽象性的知识和原理通过较为有代表

性的案例进行讲解，易于学生的理解，并落实教学

内容及要求，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2.“生活性”：教学内容讲解要实现形象性、生

活化

教师若能通过专业化、抽象化的教学而达到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只是低层次的要求，而且需要学生

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方能达成。但就现在的高职生而

言，基础性不实，学习的自觉性不高的情况下，难

以激发其学习的兴趣，从而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

果。教师若能采用形象性、通俗性的教学方式更能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通过配以与生活相关度高

的语言、事例进行分析，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

相关的知识。

3.“概括力”：案例分析要注重抽象、提炼、

概括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

之中，教师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所谓“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突出了教会学生“学”的

能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强调人的终身学习的理念

的社会。教师只有具备从案例中抽象、提炼、概括

出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的能力，方能实现学生的

“不教”的目标。因此，有经验的教师不再执着于

如何通过详细的讲解分析来灌输教学知识点，而是

通过提供相关的知识材料，并通过材料的分析来提

炼教学知识，注重概括力的提高。

4.“针对性”：作业安排上体现教学目标

教师在作业安排环节上要围绕教学的内容进

行，达到通过练习让学生发现教学重点并把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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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理论上加以应用的效果，同时也能让学生及

时地发现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作业的布置

不能囿于传统的书面的作业，尤其是对工科专业的

学生来说，还应通过具体的操作把所学的知识应用

于产品的生产上，以产品的形式作为作业的形态，

并以产品的完成质量作为衡量学生是否掌握所学知

识与原理的主要依据。

四、结论与展望

围绕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的发挥这一主

旨，以学生为中心，但主要目的是通过教师教学能

力的提高来达到服务于学生的目的，让学生真正地

在专业理论上能体现其“高校”的属性，又能通过

掌握专业操作技能来体现其“职业”的特色。

第一，摆正教师教学能力提高中的目的与工具

性的关系。教学能力的提高重在提高教师的专业理

论知识与岗位技能，是“本”，而对学生的教学效

果而言，一切的手段选择都是处于手段的工具性地

位，是为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服务的。为此，教师

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又要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真正地成为“双师型”教师。基于此，教师要

深入钻研本专业的 5～10 本精典著作，把握基本

功，又能不时地阅读专业杂志，对前沿知识与动态

的了解。同时，要鼓励教师到著名高校进行访问学

习和到企业进行实践。

第二，教师要具备以教学为主线统领各知识点

的能力，逐步形成有效的教学方式。教师上课要围

绕教学目标梳理出“一条或几条”教学主线，以主

线来统领各知识点，挖掘教材中的体系性内涵，并

突破几个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手段的选择较为重

要，但没有固定的手段与模式，一切取决于教学内

容与学生的情况。各种教学方式之间没有绝对的优

劣之分，教师要针对教学内容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教

学手段的能力。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来

说，要先掌握一种基本的教学手段，而后逐渐展开

并掌握多种教学方法。

第三，教师要具备培养学生概括知识的能力。

教师的教学能力的提高最终应服务于学生的学习，

要充分地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问题，提高教学的效

果。教师始终要树立教师的职责之所在，让学生掌

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观念，学会做人，服务于学生

的成长与成才。教师的教学能力要包括教会学生从

案例、生活中提炼基本原理、并得出具体结论的能

力。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如何做到不教，关键是

让学生掌握自学的能力，凭自己的能力去获取更多

的知识。这离不开学生提炼、概括知识的能力，应

放在教学的核心地位。

第四，教师要有突破企业技术难题的能力。增

加高职教师的专业技能证书的合金量，参与专业技

能等级考试，尽量取得高层次的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教师要有企业工作的具体经历，掌握产品的设

计和制造过程。改变现有的教师还需要向企业工程

师学习的现状，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理想状态是实

现高职院校的教师引领企业的发展，解决企业所面

临的技术上的问题的能力，实现“企业有问题就找

高职院校的教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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