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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职院校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培养高技能实用型人才，因此相对于普通

高校而言，其对于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目前，部分应用型高职院校新进教师主要是应届

博士或硕士毕业生，缺乏过硬的专业实践能力。因此，

提升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质量尤为重要。

1 新时代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

新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应用型教育处于不断

变化和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面对各行各业日益激烈

的竞争，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的专业

发展要适应时代新要求。近几年教育部门对新时代应

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进行了统一部署，明确了

教师专业发展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

提出了应用型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全新要求，具体内容

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1]：

第一，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树立与更新。新要求

的提出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为宗

旨，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升教师队伍整体实力的

基础上，树立教师发展的全新理念。一是要结合自身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第 20卷第 2期

2021年 6月

Vol.20 No.2

Jun.2021

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困境与策略研究

【摘要】高等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为了促进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整体水平

的稳步提升，进而保障高技能实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改善教师的专业发展尤为重要。文章提出以下举措：激发教师专业发

展动机、优化院校管理制度、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动力、改善教师专业发展环境、建立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实现教师专业发展

组织化等，从而提升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的职业竞争力。

【关键词】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管理制度

【doi:10.3969/j.issn.2095-7661.2021.02.013】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61（2021）02-0047-03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Applie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015）

张 潜

Abstract：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is expand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number of teachers in applied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lso growing rapid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teache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guarante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highly skilled and practical talent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so as to enhance the voc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stimulating the motivatio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olleges, enhancing the motivatio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and realiz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applie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system

ZHANG Qian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15）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

2020-12-02

张潜（1983-），女，湖南岳阳人，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市场营销。

2019年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高职院校教师服务行业企业社会发展能力现状及推进策略

与路径研究”（课题编号：XJKX19A035）；2020年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职业培训创新

发展模式构建与能力提升实践研究”（课题编号：XJK20CZY043）。
4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20卷

学科建设、师资队伍配置等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教

师培养计划。二是要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制定与之相

适应的教师评价标准。三是要聘请专家结合各专业社

会发展趋势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努力

提升教师培养的针对性。

第二，信息技术的全面融入。各应用型高职院校

应全面深入研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并将这些前沿技术全面融入到教师专业培养工作

中。各院校应努力构建教师培养信息化服务平台，为

教师提供获取专业前沿知识、教育教学理念和跨学科

知识的来源，同时还要鼓励他们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各院校要积极开发和优化在线课程模式，努力

构建师生课后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第三，优化教师专业发展相关保障机制。各院校

要想实现新时代教师的专业发展，除了对教师进行专

业知识、技能、学术科研等方面的培养外，还应在薪酬

待遇以及名誉地位等方面给予教师更多保障。各院校

应充分认识到教师师德的养成、基本素质的提升和专

业能力的增强都与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密切相关，只有

教师基本保障体系得到完善，才能有效推动教育、教

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第四，强化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各应用型高职院

校要想实现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的培养，就应在鼓励教

师产学研结合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教师科研管理和考

评机制，全面深化对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

满足新时代教师专业培养需求。各院校应全面、深刻

认识到教师个人内外部发展水平对师资队伍整体发

展水平的影响，重视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同时，也要

兼顾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2 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困境分析
2.1 教师专业发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首先，部分应用型高职院校缺乏开放的学习氛

围，没有赋予教师充足的学习和实践空间，无法第一

时间了解到教师的意愿和建议。其次，部分高职院校

疏于增强教师团队归属感，没有认识到教师互助学习

对于院校师资队伍发展的重要意义。再次，部分高职

院校相对疏于提升教师职业能力，缺乏科学、合理、公

平的教师分类培养制度和教师准入制度，没有引导教

师形成积极的归因意识，对教师心理变化和相关问题

的重视程度不足。最后，部分高职院校没有利用好外

在因素的激励作用，没有借助薪酬、福利全面调动起

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

2.2 院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第一，部分应用型高职院校对教学考评机制的优

化不足，缺乏相关激励教师参与各类科研活动和科研

项目的手段，因而难以获得客观、全面的教师评价。第

二，部分院校的教师激励机制不够完善，教师专业发

展相关奖项较为单一，缺乏能够激发教师专业发展意

识的科研奖项，因而也无法使优秀教师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第三，部分院校缺乏教师日常培训机制，普

遍过于依赖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培训，与企业建立长

期、稳定的关系不够，这也使得教师专业提升机会不

多。第四，部分院校疏于长效教学反思机制的建立，

缺乏培养教师反思意识、鼓励教师填写反思日志的

相关举措，对教师听课、互助制度的重视程度不足，

这都是影响教师专业进步的重要原因。

2.3 缺乏良好的教师互助氛围

一方面，部分应用型高职院校疏于教师专业学习

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没有引导教师树立起终身学习

的意识，部分院校学习共同体仅局限于某个专业或某

个院系，缺乏对应的支持机构，形同虚设。另一方面，

部分院校没有积极建立起教师互助式学习模式，对教

师互助氛围的宣传和推进力度不足，没有为教师构建

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2.4 缺少组织规范的教师专业发展中心

首先，部分应用型高职院校对教师专业发展中心

的服务型功能强化不足，没有鼓励发展中心定期组织

各类教师培训活动，对教师教学行为评价和激励工作

的开展重视不够。其次，部分院校仍沿用传统的教育

发展理念，对教师专业发展理念传播和青年教师发展

的重视程度不足，缺乏科学合理、公平公开的教师考

评和激励机制。

3 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策略
3.1 满足教师发展需求，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动机

首先，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应为教师营造一个开

放、民主的学习氛围，鼓励教师参与到院校定位、未来

发展规划、课程配置、专业开设等管理和决策工作中，

赋予他们建议权。与此同时，院校还应给予教师一定

的学术自由权，这一权利不仅要囊括教学目标的制

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过程的控制和考评方式的

选择，还要涵盖教师表达自身学术观点的权利，这样

才能为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实践空间。

其次，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多样化手段增

强教师的团队归属感。一是要加强对教师的人文关

怀，深入了解教师多方面的需求，同时还要尊重每名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个人特色，给予教师充分的自

信。二是要鼓励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定期组织交流

会、讨论会等，为教师提供互相学习、增进友谊的机

会，有利于教师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三是要努力增强

教师队伍的层次性，结合自身专业和学科配置制定教

师培养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3]。

再次，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应努力提升教师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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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方面，院校应从优化师资队伍人力资源配置

入手，根据不同教师的特点进行分类培养和管理，同

时还要优化教师准入制度，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全面、

深入的考察，全面了解教师的优势所在，尽量为他们

分配最合适的学科和职位，这样才更有利于教师工作

积极性的调动。另一方面，各院校应努力引导教师形

成积极的归因意识，定期开展教师心理调查工作，及

时疏导教师的各类心理问题，了解教师的心理变化，

这样更有利于教师学习和成长。

最后，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外在因素的

激励作用，提升教师的薪酬水平和相关福利待遇，也

可以吸收和借鉴成功经验，引入薪酬绩效机制，根据

劳动价值匹配教师收入，从而全面激发教师的专业发

展热情，结合教师个人特点、需求和个人发展阶段为

他们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指导，从而全面提升

教师的职业发展能力。

3.2 优化院校管理制度，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动力

第一，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应努力优化自身教学考

评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各类科研活动和科研项

目，将科研成果和奖项纳入到教师年终评比、评级、评

职称的考核范围之中。不仅如此，各院校还应积极建

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教学考评机制，综合学生评价、家

长评价、教师自评、教师互评等多种方式对教师在教

学中的表现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这样更利于评价

结果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提升，从而提升教师专业发展

动力。

第二，各院校应努力完善教师激励机制，结合教

师的职业发展需求设置多样化的教学专项奖励，奖励

形式要综合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优先职称晋升等多

种方式，同时还要借助激励机制合理拉开教师间的薪

酬差距，从而全面调动起教师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不仅如此，各院校还应将重点放在教

师精神激励方面，借助多样化的学习和教研奖项激发

教师的学习意识，让优秀教师充分发挥好示范和带头

作用，进而实现师资队伍整体教学能力的显著提升[4]。

第三，各院校应努力完善教师日常培训机制。针

对现阶段各院校过度依赖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培训的

现状，各地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和规

定，鼓励各院校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各类常规

化培训活动，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各院

校也应与各相关行业企业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合理规

划好教师教学和培训的时间，为教师提供深入企业一

线参与学习实践及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技能、设备的

机会，从而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第四，各院校应积极建立长效的教学反思机制。

一是要积极建立校园网络交流平台。二是要通过合理

的奖励机制培养教师的自我反思意识，使他们养成日

常反思的习惯。三是要努力优化反思制度，鼓励教师

每日填写教学反思日志，日志内容要包含每天的教学

内容、教学环节和教学效果，这样更有利于教师自身

特色教学方式的形成。四是要积极推行教师互评课、

互助制度，为教师提供了解同行授课思路、取长补短

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定期组织教师间的讨论活动，从

而为教师提供提出、讨论、解决问题的平台。

3.3 营造良好的教师互助氛围，改善教师专业发展

环境

一方面，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应积极构建教师专业

学习共同体，引导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借助多

样化的激励手段鼓励教师主动参与到学习共同体之

中，扩大学习共同体的参与范围，这样能够为不同专

业不同需求的教师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在此基础

上，各院校还应积极聘请相关专家、学者组建学习共

同体支持机构，为学习共同体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

指导，同时还要为学习共同体的各类学习活动提供场

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各院校还应鼓励教师互助式学习模式

的建立，努力构建起团结、民主、互助、和谐的校园文

化氛围，全面推进教师的发展，努力从制度层面打破

集中、封闭的管理模式，努力为教师构建沟通与交流

的平台，同时院校领导还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由原

来的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引导者，这样更有利于校

园民主、和谐环境的建立。

3.4 建立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组

织化

首先，从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功能层

面看，这一部门强调了对教师职业发展的服务性，具

体表现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应用型高职院校

教师发展中心应定期组织各类教师培训活动，为教师

提供全面的专业的多样化的培训内容，使他们能够学

习到先进的教育理念，掌握各行业前沿的实践技能；

其二，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对教师活

动问题的解答方面，还应在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考评手段等方面给予教师全面的建议和指

导；其三，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应负责教师教学行为的

评价和激励工作，将考核和评定结果纳入到教师年终

评优评奖、职称晋升的考核范围之中，同时还要根据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表现实行奖惩制度，这样更能调

动教师教学进步积极性[5]。

其次，各应用型高职院校应加强教师专业发展中

心的建设和发展。一是要树立全新的教师专业发展理

念，全面履行自身传播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责任和义

务，积极举办各类促进教师专业 （下转第 85页）

应用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困境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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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活动，同时还要重视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咨询

和指导工作，主动为他们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各类问

题；二是要积极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开的教师考评

和激励机制，同时还要赋予教师参与院校制度制定的

权利，从而全面提升院校各项制度的公平性和民主

性；三是要加强对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的人力、物力、财

力等支持，划拨教师发展中心建设专项经费，在为教

师发展中心构建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的同时，做好建

设和发展经费使用的监督工作，这样才能有效杜绝资

金被挪用、浪费等情况。

4 结语
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是高职院校师资建设

水平的重点之一，不论是激发教师的内驱力、营造和

谐的发展环境，还是从组织结构上设置发展中心、从

制度上为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保驾护航，都是推动应用

型高职院校教师更好地发展。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

展，改革举措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的专业发展要求

也在更新迭代，所以这是一条需要持续优化更新的重

要路径，值得组织和个人持续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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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进一步完善成绩分析机制。通过成绩分析，

准确把握教学效果，并重视过程性评价所反映的教学

薄弱点。在后续教学中进一步完善教学设计和教学安

排。其次，纵向成绩分析，可得出每一期学生的特点及

知识掌握的难点，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以适应新时代

学生的学习需求。

基于 OBE模式的课程评价体系从学生培养目标

入手，反向设计培养方案和课程考核程序，回归考试

是为了检验学生能力提升状况的初衷，并坚持考后反

馈和持续改进，建立一个多元化、全过程、重分析的课

程评价体系[7]。

6 结语
OBE教育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

全面发展，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8]。本文以

电机与电气控制课程为例，将 OBE教育理念渗透到

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根据毕业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及

环节，将课前、课中、课后紧密结合、明确分工，让学生

从乐学过渡到会学、学会，最终通过多元、多维的考核

方式检验学习成果。通过基于 OBE教学设计的实施，

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得到提

升，教学效果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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