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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项目始于 2019年，2020 年 8 月获得广东省教育厅高职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招专项（项目编号

GZKZ2020197）。本课题通过“产教融合、校院合作”为理念召开

校院合作研讨会，现场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系统分析高职扩招

背景下教师素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高职扩招师资队伍

“1135”建设方案。1 是一条主线---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主线；

1 是一条路径---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为路径；3 是三个

保障---组织保障，校企合作完善教师发展中心、加大基金投入、

制度保障；5 是五大举措---组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构建

师资队伍资源库，即资源挖潜一批：校本部兼课教师及医院有带

教能力的医务人员，专项培训培育一批：青年骨干教师、学术带

头人，校企合作解决一批：大师工作室，银龄讲学补充一批：学

校及医院退休知名教授专家，社会力量兼职一批：聘请行业专家。

通过实施“1135”建设方案为师资队伍建设思路，外引内培、教

学能力提升工程、管理体制完善等具体措施，加强师资队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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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为扩招教学质量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一、项目背景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教师

队伍是关键。随着职业院校专业动态调整和学生规模持续扩大，

师资队伍建设成为制约现代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的“瓶颈”和“短

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 2019 年大规模扩招 100 万

人，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

报考。高职扩招意味着高职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而解决师资问题、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最为迫切的任务，其核心

在于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7—2020 年）的意见》强调：“通过示范引领、创新机制、

重点推进、以点带面，切实提升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建

设水平，加快建成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结构合

理、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

34 号）指出：“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

任务、世界医学发展的新要求，我国医学教育还存在人才培养结

构亟需优化、培养质量亟待提高、医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问

题”。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教师队

伍，要重点解决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双师型”师资缺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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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力不足等问题。 

二、项目研究目的意义及拟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项目以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高职扩招 13 个教学点为

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师资队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探索与研

究扩招形式下医药卫生类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与方法，

协同学校教学体制、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改革

形成联动效应，旨在为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对策建议。 

（二）项目拟重点解决的问题 

1.解决扩招后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的问题。 

按照国家的要求生师比为 18:1，而高职扩招，学生数量的

增加势必会对现有的师资力量提出挑战，增加师资队伍建设已成

必然。从学校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大面积引进人才不现实，如

何能科学解决师资不足，是摆在扩招面前的第一难题。 

2.解决师资胜任力的问题。 

国家政策指出，高职扩招生源重点来自于下应往届普通高中

毕业生、中职毕业生、社会考生（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军人、

新型职业农民等）三类人员，学生的基础不同，势必对教师提出

更高的要求。 

3.解决教师稳定及激发教师工作热情问题。 

通过开展“五个一批”工程，有效解决了教师不足的问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8%80%83%E7%94%9F/12228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6%B0%91%E5%B7%A5/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B%E5%B2%97%E8%81%8C%E5%B7%A5/110465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0%E5%BD%B9%E5%86%9B%E4%BA%BA/23327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9E%8B%E8%81%8C%E4%B8%9A%E5%86%9C%E6%B0%91/1300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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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教师安心工作，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政策引导

是关键，建立健全教师发展激励政策是学校面临的又一难题。 

三、项目的实施 

（一）项目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1.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与访谈法 

通过初步调研制订问卷初稿，通过研讨会进一步修正调研内

容后确定调查问卷内容。对学校本部、合作院校、基层医疗机构、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药卫生行业企业等进行深入的调研，全面

了解深入分析高职扩招师资队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主

要问题进行收集分析，为师资队伍建设等系列标准、方案制订提

供依据。 

（2）文献研究法 

通过检索和阅读国内外与本课题相关的文献、研究报告，高

职扩招部分有经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案、为课题的研究

问题提出、概念界定、概念框架的形成以及结果分析奠定理论基

础，为高职扩招师资建设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3）案例分析法 

案例研究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两种形式。通过对典

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现状与困境进行深入

挖掘总结，重点是对在职在岗学习、学员知识和技能需求进行深

入的了解，提炼出有价值的结论，以便更全面和具体的呈现高职

扩招师资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高职扩招师资队伍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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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提供参考。 

2.高职扩招下医药卫生类师资队伍建设现状调查分析 

（1）师资数量的压力 

对于高职扩招，高职院校普遍最为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

能招足学生，其次是这些扩招的学生进校以后，承担教学与管理

的教师是否足够。2019 年，国家给高职院校追加至 115 万的招

生指标，按照全国 1418 所高职院校的现有总量，分算到每 1 所

学校，校均增加 811 人。按照 1:18的常规师生比推算，国家层

面的高职师资缺口是 6.39 万人，校均缺口 45 人，这其中还不包

含相应应该增加的教学与生活辅助管理人员。 

（2）专业能力的要求 

伴随高职扩招而来的，是对人才培养要求的变化。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的高职院校仍然以传统理论体系的教学为主，普遍忽视

专业技能教学。对于长期习惯于从事具体项目实施和事务劳作的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来说，是比较

难以接受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模式，甚至部分学员还会对此产

生抵触心理，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于“做中学”，而不能忍受“枯

坐”在教室里接受枯燥的理论灌输。除此之外，国家对于“1＋X”

（1 张学历证书＋多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设计，客观上也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应成为既会理论教学又

懂专业技能的“双师型”教师，部分优秀教师还应是专业跨界的

“全科型”教师，以承担开发能够适应多元生源现状和不同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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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教学任务。 

（3）管理能力的要求 

从广义上讲，高职院校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应当包括教学组

织、教育管理、生活服务三个方面。以往由于生源比较单一、教

学模式单调，学生管理普遍呈现“三多三少”的现象，即校内多

校外少、课内多课外少、被动多主动少。如今生源多元化以后，

非传统生源因长期生活在部队、工厂、农村等特定环境而不知不

觉养成的多元习性，在社会大熔炉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不良习气，

迫切需要纠正和统一。“1＋X”人才培养模式对实践性学习和企

业项目化培养的客观要求，导致传统的课堂概念发生变化，学生

进入校内外实训场所的概率大大增加，组织和管理的难度大幅提

升。此外，为了适应非传统生源学习需求而实施的相关变革，如

柔性化的学籍管理、分层化的教学组织、学分制的学业考核、人

性化的生活服务等，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对教师管理能力提出高标

准和严要求。 

结合以上调研及数据统计分析，拟定实施“1135”扩招师资

队伍建设方案。即一个目标---提升教师专业能力；1 条路径---

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三大平台---政策制度保障平台、管理

服务保障平台、信息化技术服务平台；五大举措---实施“培养”

工程、“培优”工程、“培训”工程、“培育”工程、“培植”工程，

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能力建设，为扩招教学质量保障提供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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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三大平台”，提高服务教师质量 

1.创建扩招师资队伍管理平台。学校以现有的教师发展中

心为基础，增设扩招师资队伍管理平台，融合教务处和组宣部人

员共同组成管理服务队伍，完成调研、分析、提出建议、制定政

策、出台方案、组织实施、后勤保障等，保障队伍建设顶层设计

科学、方案制定合理、组织实施到位。 

2.创建信息化技术服务平台。信息化建设是现代管理服务

重要手段。在校园网上，独立设置扩招工作专题栏目，政策宣传、

项目培训、工作交流，缩短了工作距离，提升了工作效率。 

3.创建政策制度保障平台。制度建设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

要保障。为了确保扩招师资队伍健康发展，确保师资队伍针对扩

招生生源各类情况，提升其岗位胜任力，学校出台了《青年教师

传帮带工作实施方案》《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柔性引才暂行规

定》《关于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专家库建设实施方案》《肇庆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关于进修学习暂行规定》《肇庆医学高专科学校

与企业队伍互聘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制度；出台相关政策，优

化绩效考核评价分配机制，完善《绩效分配方案》等，突出绩效

导向，探索科学的考核评价和分配机制；推动资源和权责在校院

之间的合理配置，深化二级管理模式；实行教师队伍分类管理，

完善岗位聘用制，推进任期目标责任制，探索教师岗位准聘长聘

制度，推进多元化用人模式改革。通过系统构建高水平双师队伍

引进、培育、考评、激励和反馈的机制，形成持续改进和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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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建设格局，通过以上制度和政策的出台，极大提升教师工作

积极性、引进人才的导向性，确保扩招队伍建设科学发展。 

（三）实施“五培工程”，提升教师胜任力 

1.实施“培养工程”， 提升教师整体素养 

加强师德建设是提高教师素质的基础。出台师德培养方案，

制定师德评价标准，推进师德师风教育，引导教师热爱教育，关

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

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常态化开

展读书月活动、文学沙龙、朗读比赛等活动，全面提升教师文化

素养培养；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是提高教师素质的关

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教育科研实践，培养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 

2．实施“培优工程”，提升高端人才比例 

一是实施高端创新团队引培计划。引进国内高层次人才，

培育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高端应用技术创新团队，为高层次

人才提供干事创业优越环境；通过柔性引才，将学校退休的老

教授、附院的老专家引入教师队伍中，发挥他们的特长。 

二是实施专业带头人提升计划。制定学校各专业专业带头

人梯队建设和培养规划，做好各专业带头人的引进、遴选及后

备带头人的培养工作，培优在国内知名、行业内有权威的专业

群带头人。 

三是实施教学名师计划。制定学校教学名师培养计划，按照

“师德表率、育人模范、教学专家”标准，通过学校引导、专项

引领、个人发展的有针对性强化培养，促进其全面快速、大幅度

提高，实现跨越式发展。 

3.实施“培训工程”，推进“双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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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合作，柔性引才，及时补充一批师资队伍，确保

教师数量充足。 

一是推进师资队伍 “双师”素质培训计划。研制学校双师

型教师标准， 明确双师型教师素养要求。培训校本部教师和合

作院校的教师，发挥附属医院平台作用，培育一批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培训师和实践技能能手，切实增强实践技能和教育教学

能力。 

二是柔性引才。通过校企合作，柔性引进企业能工巧匠，

专家大师，发挥他们技术优势，扬长避短，服务学生。 

三是挖潜一批。出台政策，鼓励行政业务人员积极参与教

学工作，尽最大努力挖掘潜力，补充师资队伍数量不足。 

4.实施“培育工程”，推进骨干教师上水平 

制定青年骨干教师遴选及培养计划，引进技术高超教学专

家到学校任教，遴选校内青年骨干教师，每年选派青年骨干教

师到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学习前沿知识、最新技术，培

育青年骨干教师科学研究素养和技术技能专业素养，提升他们

解决技术难题本领。 

5.实施“培植工程”，提升新进教师整体素养 

继续推进“传帮带”以老带新工作，进一步完善带教方案

和管理办法，规范带教内容，督察带教成效，考评带教成果，

提升新教师爱党、爱国、爱岗、爱校、敬业、奉献等文化素养，

提升新教师扎实的学科知识、良好的教学能力、严谨的科学研

究能力等专业素养，进而提高新教师胜任本职工作水平。 

通过实施“五培工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不仅

数量上得到了极大补充，质量上更是得到了提升。借助目前，通

过扩招项目的开展，学校的专兼职教师已达到 2372 人，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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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有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师资队伍专家库。 

四、项目的创新点 

1.理论创新 

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结合高职扩招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

经课题组的多次研讨，创新性提出了“1135”扩招师资队伍建设

方案。 

1 是一个目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主目标；1 是一条路

径---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为路径；3 是三个平台---师

资队伍管理平台、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政策制度保障平台；5 是

五大举措---“五培工程”，构建师资队伍资源库。通过实施

“1135”建设方案为师资队伍建设思路，通过外引内培、教学能

力提升工程、管理体制完善等具体措施，加强师资队伍能力建设，

为扩招教学质量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2.实践创新 

一是学校选派学校教师到企业顶岗锻炼。在提升实践动手

能力的同时，与企业专家一起共同研究行业标准，实现行业标准

与教学标准的对接，将最新技术、工艺以及企业案例加以整理，

形成案例库。 

二是学校组织按专家团队到企业进行教学能力培训。尽快

提升企业教师教学水平，实现企业教师不仅会身教，而且会言传。 

五、标志性实践成果： 

项目实施以来，在创新团队、骨干教师、学术带头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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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教学名师、教学能力大赛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建设成果。 

主要如下： 

（1）培育专业带头人 4 名； 

（2）培育学科带头人 6 名； 

（3）培育青年骨干教师 16 名； 

（4）培育教学名师 1 人； 

（5）培育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 

（6）培育研究室一个。 

（7）青年教师参加各类竞赛获奖 

（详见佐证文件） 

六、成果推广及应用 

本成果在政、校、行、企四方协同人才培养机制下，高

职扩招教师队伍在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和教学竞赛等方面获

得大幅度提升，对提高高职扩招教学水平有极大促进作用，

对面向基层卫生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在医药

卫生专业大类乃至整个职业教育中都具有较好的实际推广

应用价值。 

（一）本校成果应用 

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结合高职扩招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

经课题组的多次研讨，形成了多措并举，多元主体的育人机制，

构建了“1135”扩招师资队伍建设模式。  

成果推进了相关专业教改进程和实践探索。有效的促进

了专业、课程的建设，促进了学生临床思维的形成，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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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高了学生岗位胜任力。显著提升了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坚定了扎根老少边、扎根基

层的理想信念，师生均在高层次技能竞赛等项目中取得了累

累硕果，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普遍好评。 

（二）兄弟院校应用 

本成果吸引了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曲靖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楚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红河卫生职业学院、沧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广西卫生职业

学院等先后到我校进行考察、研讨，促进了这些院校高职扩

招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理念，成果构建的“1135”扩招师资队伍

建设模式，在省内外院校交流活动中均产生一定反响。 

（三）服务行业和地方 

成果的实施有力促成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肇庆市中

医院、东莞桥头医院与我校长期共同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实

行校政合作、院校结合等协同育人教学模式。 

（四）社会影响 

自该模式实施以来，有利促进我校高职扩招 13 个教学

点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素质大幅度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

水平长足长进，从保证了我校 4700 多名高职扩招学生的教

学顺利开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思想道德素质普遍提高，为

全省乃至全国高职扩招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有利的借鉴与启

示。 

七、存在的不足及下一步努力方向 

由于课题研究期间，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和高职扩招教



13 

 

学点分散等原因，调查的样本都集中广东省内，主要以肇庆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研究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课题组构

建的“1135”扩招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其实践主要集中于肇

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其广度和效度研究还欠缺；师资队伍

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还需进一步提升和凝练。 

总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

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高职扩招是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

教师队伍教师能力素质建设是解决好这项工程的金药匙。教

师队伍建设是一项综合的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社会、

高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本项目结题后，将持续加强我校 14

个高职扩招教学点的合作交流，持续加强高职扩招教师队伍

建设，持续加强高职扩招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教育质量，为

健康中国培养优秀医学人才。 

 

课题研究组. 

2022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