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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教师

流动工作站的构想与思考 ①

刘晓红，肖　罡，潘钟键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江西 九江３３２００７）

摘　要：随着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企业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大幅提高，“双师型”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校企合作平台的发展现状，提出设立流动工作站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的构想，为高职

院校的师资培养提供可行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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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教育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在以市场和社会需

求为导向的背景下，各种类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应运而生。

随着实践环节的不断突出，课堂教学向企业现场教学的

逐渐过渡，高职教育对教师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要

求大大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成为提高高职院校

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１　校企合作平台的现状
（１）专家交流工作站。该工作站为双向平台，一方

面，企业选派内部资深人员参加学校专业的建设，结合学

校教学能力与企业人才需求，对专业课程的教学进行改

革与指导，参与教学活动；另一方面，优秀专业教师有针

对性地，以完善学生实习实践中的理论知识及辅助企业

进行工程研发为目的，参与企业生产。

（２）实践教学工作站。实习实训教学工作站可分设

在校内实训基地和企业生产车间，借鉴企业管理经验，整

合学校专业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形成高职院校“工作

站”式实习实训培养模式，切实提高学生的实操技能及工

程创新能力。

（３）产学合作工作站。产学合作平台的建立是以校

企双方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由学校骨干教师和企业高级

技术人员共同参与，以拓展学校专业教学功能及强化社

会服务能力为主要目的，协调管理学生顶岗实习为主要

表现形式，促成学校实践课程外移，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

同时，提供企业员工理论培训等技术服务，为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和困难。

２　教师流动工作站的构想
在校企合作平台的建设中，校企双方的关注点均集

中在如何实现资源共享，如何互相利用对方的优势完善

自身不足，而对于如何利用合作平台培养壮大自身能力

的关注不够，合作平台的有效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挥。本文提出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教师流动工作站的构

想，旨在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台资源，加速高职院校“双

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为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的逐步深

化打下稳固基础。

２．１　工作站的建设原则

（１）建站的核心是教学为本。虽然教师流动工作站

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双师型”优秀教师，但是建站的根本

目的仍然是人才培养。企业的关注核心是学校提供的人

才质量，高校只有适应了市场运行规律，迎合了企业对人

才的不同需求，企业才会有深化合作的积极性，才能促成

校企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２）建站的目标是校企接轨。高校专任教师通过流

动站进驻企业，完成一定时间的实践进修，可以很好地了

解企业生产状况，更好地抓住企业的真实人才需求，把握

行业发展走向，在发挥自身理论基础优势的同时，结合生

产现场升华理论知识的内化程度，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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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有效推动校企全面对接进程。

（３）建站的功用是社会服务。合作平台的发展机制

与经济发展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因此，教师流动工作站的

发展宗旨是在校企良好对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高校的

社会服务功能，以教师流动站为纽带，为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为社会培养及培训合格技术人才，接收技术难度较高

的工业产品订单。

２．２　工作站的运行模式

教师流动工作站是以校企合作为背景，设立在企业

的一个虚拟机构，校企共同组建专家团队兼任常驻，学校

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进入流动工作站挂职进修

锻炼。“教师流动工作站”将承担校企合作课题申报，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项目化教学改革提供平台，为学生顶

岗实习及就业奠定基础等职能。

（１）专业精细化。将进站教师合理分配到专业特长

对口的生产车间与技术开发部门交替锻炼，充分发挥教

师专业特长，零距离接触工业化生产。

（２）考核标准化。为保证工作站的教师培养质量，建

立由学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制定的考核标准，确保进站教

师积极配合企业工作，完成指定任务。

（３）绩效通用化。教师进入流动工作站学习不应影

响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校企共同制定的考核标准应附带

工作绩效转化说明细则，工作绩效可以与在校教学等工

作比例转换，以调动进站教师工作积极性。

（４）经历证书化。编制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签署的“流

动工作站实践培养证书”，作为教师综合能力评定的有效

依据之一，规范化流动站培养机制。

３　教师流动工作站的优势与前景展望
教师经过流动工作站的锻炼，能够掌握行业发展的

最新动态，及时更新信息，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提升综合

素质；教师在企业车间协助生产，接受企业文化熏陶，出

站后在教学计划的修订、教学形式的改革和教学技巧的

应用等方面更贴近企业及社会需求，更能唤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随着教师与企业联系的不断深入，校企间的信任

不断稳固，校企合作现场教学———车间流动课堂有望成

为现实，从而逐步建立校企人才共育的长效机制；教师流

动工作站的长期设立，高校师资队伍的综合能力不断提

升，其社会服务能力将大大增强，有望实现校企全面对

接。教师流动工作站有望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的主要

方式之一，是深化校企合作，强化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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