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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十年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发展的

政策理路与演进逻辑

王海莹 丁力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职业教育发展提升 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发展更是波

澜壮 阔 。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框 架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 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政 策 理

念凸显“ 三性融合”和“理实一体”，政策举措注重“ 多主体协 同”。 政策演进逻辑呈现以下特点：教师培养从注重“规模”到

“ 规模与质量”并举，任职资格从参照普通教育模式到更加鲜明的类型教育，评价考核从“单一主体”完善 为“ 多元参 与”，

教师权利从注重“社会价值”走 向“社会价值”与“个人权益”并重，执行主体从“ 自上而下”单一化到“上下结合”多主体协

同。

【关 键 词】职业技术教师教育 政策理路 演进逻辑

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将职业教育发展

提升到国家发展 战 略 的层面，职业教育日益在服

务现代经济社会、改善民生及促进就业方面扮演

着重要角色 ， 缘于此 ，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教师进入

高质量发展轨道，走出了 一 条中 国特色职业技术

教育教师发展道路 。 回顾近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

教师发展政策的 理路与演进逻辑，对于深入认识

中国需要发展一个什么样 的职教师资队伍 、中 国

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

本研究聚焦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发展高

度相关的政 策 和 文 件，时 间 跨 度 为 2012-2022 的

10年，通过构建政策分析框架研 究这期 间党和政

府颁布的相关职业技术教 育教师的政策文本，试

图通过分析以呈现政策理路与演进逻辑 。

一 、 研究设计

（ 一 ） 数据与方法

按照 “ 政策检索 — 政策筛选 — 政策分析 ” 的基

本步骤对政 策 文本进 行研 究 。 首 先 ， 选 择 国 务 院

网站、教育部网站等平 台进 行检 索，以“ 教 师” “ 职

业教 育 ”作为检 索 的 关键词， 采集 自 20 1 2年 以来

所有中央、部委颁布的法规和公开文件，经仔细阅

读、谨慎对比和筛选，排除不相关的会议通知等文

件，下载 66 份 作 为 最 初 分 析 样 本；其 次，我 们 以

“ 双师型教师”“ 职教 师 资”“ 职业 学校 教 师”“ 职业

技术教师教育”为表征的关键词进行手动检索，并

经过核验，确定 48份政策文件形成研究的最终样

本（如表 1所示）；最后，运用词频分析等文本分析

方法，对这 48份政策文件政策 目标、政策举措等

内容进行了关联 分 析，为 系统梳理职业技术教师

教育的政策理路和变迁逻辑提供思路 。

表 1 2012-2022年国家层面职业技术

教育教师政策一览表

序号 发文时间 发文主体 政策名称 文号

1 2012.8.6 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

《教 师工 作 司 2012 年 工作要

点》
教 师 司

〔2012〕54号

2 2012.8.20 国务院
《国务 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 的意见》
国 发〔2012〕
41号

3 2012.9.14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

高教〔2012〕9
号

… … … … … … … … … …

48 2022.5.17 教育部
《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
教 师 厅 函

〔2022〕8号

（二） 分析框架

政策分析通 常有三种分析模式：麦考 尔— 韦

伯分析模式、沃尔夫的分析模式及邓恩的分 析模

式 ， 其中邓恩的政策分析模式涵盖面更为广泛 ， 涉

及问题 的构建、政策 的描述、实施 效 果 的 回溯、政

策价值的评价等，其中问题的构建处于核心地位，

政策分析不仅要注重以事实为根本，而且还要 以

价值为基础 。 [ 1 ]

合理的分析框架是政策分析的基础，虽 然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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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模式的分析框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

分析框架，但是职业教育发展体 系不同于普通教

育体系，其根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 T · W · 舒 尔 茨 曾经指 出，传 统经济 理

论中资本的概念仅包含 生产 资料和 货 币，而 忽视

了重要的生产要 素— — — 人 的 能 力，难 以对 经 济 增

长做出合理的解释，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

值的不断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然而，两者

之间的制度 内 涵 却 远 未 明 确 。 [ 2 ] 参 考 邓 恩 的政 策

分析模式和舒尔 茨 人 力 资本 理 论 ， 构 建 由政 策 理

念与路径(X轴）、政策演进逻辑(Y 轴）和政策动

因(Z轴）构成的职业技术教 育教师政策分析框架

（见图 1 ) 。

图 1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分析框架

图 1展示了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 理念 、路

径 、 演进逻辑与经济社会发展 、 人力资本需要之间

的逻辑关系，其 中构建政策问题始终是政策的缘

起 。 经济社会学理论和政策分析学科实际上是对

政府的选择行为进行系统探索 。 [ 3 ] 因此，本研 究对

职业技术 教 师 教 育政策的分析试图回答下述问

题：职业技术教师教育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题成

为政策问题？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问题的基本

内容是什么？ 政策遵循是按照什么理念设计的？

在政策实施中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措施？ 这些具

体行动措施按照什么逻辑进行演进？

二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发展理念 与路

径

职业教育发展质量 取 决 于 师 资配置 、 硬 件 设

施、保障措施及政策主体间协 同机制设计 。 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崛起和职业教育规模扩张，

职业教育的硬件 设计、保障措施及政策主体间协

同机制设计越来越完善 。 三者对职业教育的促进

效用较之以前有所 降低，而职业 教育作为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 成部分，职教师 资的关键因素越

来越凸显 。 经过十年探 索，在职业教育政策的整

体框架下 ，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发展的政策理念 、 政

策路径发生了一 定程度 的变化，逐步形成更加完

善的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 。

（ 一）政 策 理 念 凸 显“ 三 性 融 合 ”和“ 理 实 一

体 ”

长期以来，无论家长、学生，还是社会大众，都

很难跳出职业教育被视 为“ 断 头 教 育” “ 吸 引 力欠

缺”的“低层次教育”的固化歧视和重重链锁，以至

于社会陷入 “ 考试 — 升学 — 文凭 — 找工作难 ” 框架

下的内卷窠臼 ， 然而 ， 现代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

需的人力 资 本 的 各 项 技 能 是 公 共 政 策 的 核 心 要

素 ， 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技能提升的必要支撑 ， 是

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 。 这就意味着 ， 在回答 “ 如何

建设职业技术教师 队伍”时必然涉及教师培养 的

人力资 本 的 各 项 技 能 。 伴 随 职 业 院 校 的 迅 速 发

展，大量从普通学校转岗的文化理论知识基础较

为扎实而专业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薄弱的师资队

伍成为制约职 业 院 校 发 展 的 突 出 障碍 。 [ 4 ] 教 育 教

学能力 、 专业实践能力 、 职业能力决定着教师素质

的高低，我国职业技术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坚 持 教

育性、职业性、专业性的“ 三性融合”和“ 理实一体 ”

理念，其实现方式通常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

1. 建设“ 校企 实 践平 台”锤 炼“ 专业 实 践 性”。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技能人才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这 就决定了职业技术教师

教育只有通过产 教 融合培养，才能为区域产业培

养 技术 技能人 才等方 面提供有力支撑 。 [5 ] 2017

年 ，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 决定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

伍建设 ， 推动职业学校 、 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大中型

企业合作建设“ 双 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 [ 6 ] 政

策实施至今 ， 国家 已遴选 了 10 1 家全 国职业教 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 主要承担职业院校 、 应用型本

科高校教师国家 级培训任 务，接纳教师定期到企

业进行工程技术实践 、 专业技能实训 ， 与合作院校

互派人员交流兼职 、 开展产教研发合作等 。 [ 7 ] 虽然

随着 “ 双师型 ” 教师学校与企业培训基地实践平台

的打造 ， 产业的专业壁垒有所突破 ， 但是由于新冠

疫情与企业参与培训的政策激励有限，职 教 师 资

的“ 专业 实 践 性 ”并 未 得 到 明 显 改 善 。 正 如 穆 勒

(Armin Müller ) 在评价中央政策的实际影响力 时

所言： “一般来说，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 ” [ 8 ]

2. 完善职 业 技 术 教 师 标 准 体 系，凸 显“ 教 育

性 、 专业性 、 职业 性 ” 。 教 师素养提升的相关改革

也应以体系建设为主 。 [ 9 ] 专业性 、 科学性 的职业技

术教师标准体系是职业院校师资队伍质量建设的

关键 。 以往职业学院对师资的专业招聘要求可能

会停留在专业理论水平的学历层面，对 师 资 的专

业实践能力重视不够 。 随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同等重要要求的推进，在 构建有中国特色职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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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养培训体系过程 中，清 晰而 明确 的“ 双 师 型 ”

教师标 准 必 不 可 少 [ 1 0 ] , 为 此，自 2019 年 起，国 家

推进以“ 双素质”为导 向的新教 师准入制度改革，

完 善 职 业 教 育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制 度 ， 在 国 家 教 师 资

格考试中，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要求，按照专业大

类 （ 类 ） 制定考试大纲 、 建设试题库 、 开展笔试和结

构化面试 。 [11 ] 同 时，2021 年 教 育 部、财 政 部 在《关

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21-2025)

的通知 》 中明确要求把职业标准 、 专业 教 学标 准 、

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标 准、行业企业先进技术等纳

入教师培训 必修模块 。 在新 教 师 准入方面，目 前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和 高 等 职 业 院 校 都 严 格 按 照 “ 职 教

师资 21条”的要求“ 不 再 从 未 具 备 3 年 以 上 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 中招聘” 。 政 策 从源

头上提出职业学校教师所必须具备的“ 职业标准 ”

“ 专业教学标准”“ 职业技 能”等要 求，有 效 引领 了

其专业发展，规范了其教学行为 。

3. 实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提高职业技术教师

教育水平 。 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 综合性大学 、 高水

平工业大学等高校举办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是职

业院校教师供给 的源 头，专业质量直接决定着职

教师资队伍质量 。 国 务 院 印 发 的《国 家职业 教 育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以 下 简称《方 案》 ）中 明确

指出： “加强职业技 术 师 范 院校 建 设，优化 结 构布

局，引导一批高水平工科学校举 办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 。 [ 1 2 ] 依照政府 统 筹规划方案，优化职业技 术

师范教育的结构布局 ， 一方面 ， 要构建以职业技术

师范 院校 为主体 的培 养培 训体 系 ， 提 升职 业技 术

师范教育质量 ； 另一方面 ， 要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和

技术变革的需要，支持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

技术师范教育，构建院校企融合 的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多元培训格 局，办好高质量的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和高质量的职业技 术 师 范 教 育专业 ， 探 索 与

专业 学 院、职业 学 院、企业协 同培养教 育硕 士、教

育博士等 “ 双师型 ” 教师的新模式 。 建设高质量的

职教师资队伍要从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的认证

入手 。 教育部教师 工作 司 印 发 的 《职业技 术 师 范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教师 司 函〔2019〕50号）对职

业技术教师教育专业进 行认证，其主要目的是提

高职业技术教师 教 育专业 准入 门槛 ， 规 范 学校 或

学院的办学 行 为 。 三 级认证制度 的 实施 ， 进 一 步

检测了院校的办学行为 ， 打造了合格专业 、 树立了

专业质量标杆，强调职业技术教 师教育类毕业生

应具备的专业知识 、 专业实践能力 、 教学能力及沟

通合作能力 ， 最终希望达成学生学会教学 、 学会育

人 、 学会发展 ， 推动了职业技术类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升 。

（ 二 ） 政策路径注重系统的 “ 多主体协同 ”

“ 通过何种政策路径实现政策理念”是政策体

系框架建设的落脚 点，十 八 大 后，按 照“ 加 快 构 建

高质量现代职业教 育体 系”的政策思维及职业教

育的跨界属性，教育部门联合其他相关主体 出 台

了诸多职业技 术 教 师 教 育相 关政 策 。 例 如，2019
年相关部门按照多主体协同的系统性政策思维逻

辑颁布了《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 时代

职业教育 “ 双师型 ”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等政策 文件 。 职业 教育的跨界属性要求职

教师资培养组织必须树立开 放 式 的 “ 系 统 性 ” 逻

辑。 [ 1 3 ] 系统的“ 多主体协 同”的政策举措 能够有 效

帮助“ 双师型”教 师培养机 构、企业、职业 学 院、专

业学院建立 与“ 双 师 型”教 师 培 养 目 标 链 接 的 系

统，为多种政策主体协同推进职教师资队伍 建 设

提供有力的保 障 。 例 如 ， 为了确保职教师资跨 界

协同培养的效果，相关政策明确要求加强组 织领

导 ， 建立工作联动机制 ， 解决职教师资建设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 。 为了确保职教师资队伍企业实践质

量 ， 相关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统 筹作用 ， 依托 高校 、

职业学院 、 专业学院 、 企业建立院校企多向交流协

作共同体，鼓励院校企在“ 双师型”教师培训、实践

课程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 为了增强职业技

术教师职业吸引力 ， 教育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 财

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主体联合发布政 策

文件，将职教师 资队伍建设和职业技术教师 教 育

类专业作为财政支持的重点投入项目，鼓励 各个

区域依据自身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适 时提 高职业

技术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 。 尽管历来中国职业

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修辞让多数观察家相信，中

国已经建立起系统的“ 多主体协同”路径，但是，政

策举措变成现实依然需要深入探索 。

三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根据世界银行 的 界 定 ， 教 师政 策包括 教 师 培

养补充政策 、 任职 资格政策 、 教 师聘任政策 、 岗位

管理政策 、 专业 发展政策 、 待遇保 障政策 、 退休政

策、教师评价政策、教 师权利政 策 等 。 [ 1 4 ] 参 照此 界

定，发现近十年 中国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 形 成

以下演进逻辑 。

（ 一）培养培训：从 注 重“ 规模”到“ 规 模 与 质

量”并举

相对于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于 21世
纪才初步形成， “ 十四五”时期 ，国家将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作为战略目标 ， 职业教育是短板 ， 职业技

术教师教育质量 更 是 关键 。 跨入新世 纪 ， 教 育 部

分别在“ 十一五”“ 十二 五”期 间连 续 印 发《加 强 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主要解 决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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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高、 “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比例偏低、教师

实践教学能力 不 足 等 问 题 。［ 15 ］ 2016 年，中 等 职 业

教育生师比基本达到设置标准 2 0 ： 1 ， 教师数量不

足问题明显好转 。 ［ 1 6 ］ 但 是职教 师 资专业知识和教

学实践能力难以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 。 由规模向

规模和质量并重转变是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必须面

对的现实问题， 《国 家职业 教 育 改革 实施方 案》 提

出的“ 完善教育教 学相关标准”“ 打造‘ 双 师 型’教

师队伍”均指向“ 质量”诉求，追求“ 规模与质量”并

重将是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未来发展的趋势 。

1. “ 双 师 型”教 师培养：从 教 师个体“ 双 师 素

质”向结构化“ 创新团队”转变

虽然我 国提 出“ 双师 型”教 师概念 已有 30余

年 ， 但是政策和理论对 “ 双 师 型 ” 的表述大都建立

在个体教师 “ 双重 能 力 ”培养 上， 一 定程度上固化

和限制了职业学校办学 范 畴 。 20 1 9年， 《方案》提

出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学院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 ， 传递出职业学校 “ 双 师 型 ” 教师队伍建设从

教师个体“ 双师素质”向结构化“ 双师型”教师团队

转变的强烈信号 。 此后， “双师教学创新团队” “ 双

师结构化教学 团 队”成 为政 策 高频 词 。 为 了 高质

量建设职业院校师资队伍从而服务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 ， 教育部印发 《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创新

团队建设方案》 （教师 函〔2019〕4号），面 向职业 院

校 ， 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 服务人民需求的民

生领域 ， 分批 次在 3 年左右培 育 36 0个 结构化 的

国家级职业学院 教 师 教 学 团 队 ， 职业学院教师与

企业导师分工协作 ， 进行模块化教学 ， 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 辐射带动 “ 双 师 型 ” 师资 队伍整体质量提

升 。 此外，教育部还落实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团队

走出去战略 ， 开展团队境外进修等形式 ， 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院校教学创新团队 。

2. 培养形态：从“ 师范教育”到“ 教师教育 ”

“ 教师教育”是我国在借鉴国际教师培养培训

所经历师范学校、教师学院、教师教育大学化三个

阶段基础上形成 的舶来词汇 。 ［ 1 7 ］ 在“ 十一 五”期 间

教育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中将“ 教师教育”界定为

“ 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

同阶段，对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

的统称” 。 ［ 1 8 ］ 自 此，无论是在理论话语体系、实 践

话语体系 ， 还是政策话语体系中 ， “ 师范教育 ” 逐步

从教师培 养 的 教 育形态逐步演化为教师职前教

育。［19］在“ 师 范 教 育 ”向“ 教 师 教 育”过渡 中，逐 步

形成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 心 的 理念［ 20 ］，提 高职业

技术教师的教育教 学 能 力和专业 实 践 能 力 是 “ 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路径，不仅注重建立提

升教师的个人成长通道，还要结合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建设 。 针对职教师资队伍依然存在着企业实

践经历和教师教 育不足的实际情况 ， 《 方 案 》 指 出

探索建立教育见习制度和企业实践制度，提 升职

教师资的专业素养 。

（ 二 ） 任职资格 ： 从参照普通教 育模式 到更加

鲜明的类型教育

自 1995年 12月教师资格证制度开始实行以

来，教师资格证成为教师入职的必要条件 。 但是，
由于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学院长期存在着供应与

需求的不匹配，大部分职业院校在招聘教师 时往

往只对学历提出要 求，对专业方面较少予以契合

学校学科发展的限制性规定 。 相对于普通中小学

体 量 而 言 ，虽 然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体 量 小 ，但 专 业 繁

杂，在 20 23 年 5 月 更 新 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 2 0 2 1年 ） 中 ，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共有农林牧渔等

大类专业 1 8个 ， 3 6 1个目录专业 ① ， 远 比普通 中学

语、数、外等 13个 学科 繁 多 。 由 于专业 繁 多 和 个

别学科招收教师较少 等 原 因，一 直难以形成国家

职业教育教师考试标 准，部分职业学校教师 资格

考试形式和内容参照或采用普通中学的模式 。 但

是，从事职业教 育的教师不同于从事普通教 育 的

教师，其不仅要具备从事普通教育的理论素质，而

且还要具备实践 教 学 能 力，担负着为技能型社会

培养高素质技 能 人才 的“ 双 师 型”教 师 。 因此，国

家开始探索注重企业实践经历和专业技术技能的

职业技术教师标 准体 系，教育部对中等职业 学校

教师的专业素养提 出要 求，并进 一 步对教师的教

育教学活动 、 培训 、 准入 、 培养 、 考核等进 行规 范 ，

先后颁布《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教 师 专 业 标 准（试 行） 》

（教师〔2013〕12 号）、 《中 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 标

准》 （教师〔 20 1 5〕 2号 ），规范教师和校长 的专业 发

展、教学行为及治理能力 。

（三） 评价考核：从“ 单 一 主 体”完 善 为“ 多 元

参与 ”

2 0 1 2年 ， 《 教 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关

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 》 指出 ， 开展师范类专

业认证及评估工作，建立 高校教师教育自我评估

制度 。 此后，在各类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 文件

中，体现自我评估制度的单独评审和分类评价被

强调 。 2015年，教 育 部 编 制 了《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 （ 2 0 1 5 - 2 0 1 8年 ） 》 鼓励有条件 的

地方可以对职称评聘和工作绩效单独评审，并推

动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

该政策随后在各地展开 ， 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 ， 但

是为了客观 、 公平 ， 开始强调评价考核向过程性评

价、社会评价以及多元评价转变 。 20 1 9年， 《教 育

部等四部门关于 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 双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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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 案 的 通 知 》 （ 教 师

〔2019〕6号）提 出 深 化 突 出“ 双 师 型”导 向 的 教 师

评价改革，改革 的着力点在于建立多元参与的教

师考核评价体系，参与考核的主体既有职业院校，

又有行业企业和培训评价组 织 。 2 0 2 1 年 8 月 ， 教

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

高计划 (2021 — 2025年）的通知》（教师 函〔2021 〕6

号） 指 出 健 全 考 核 评 价 机 制，此 文 件 与（ 教 师

〔2019 〕6号）文件 相 比，更 强 调 共 同 参 与 评 价，并

将政府纳入评价 主体，进 一 步明确支持第三方机

构开 展 评 估，具 体 列 出 评 估 的 方 式：专 家 实 地 调

研、学员匿名评估等方式，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引入

第三方 的评 估考 核更为公平化和科学化 。 同 年

10月， 《中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 深 化 新 时 代 教 育 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 》 进一步指出 ， 针对 “ 双师型 ” 教师

队伍建设情况，重点引入企业行业参与评价，探索

与职业教育 发展相适应 的教 师评价机制 。 可见，

不管是评价考核主体，还是具体的评价考核方式，

正逐步走向 “ 多元共 同 参 与 ” ， 评价考核更注重过

程性评价，职业技术教师队伍的评价考核呈现出

多元化 、 过程化 、 细化 、 量化及科学化的演进逻辑 。

（四） 教师权利：从 注 重“ 社会 价 值”走 向“ 社

会价值”与“ 个人权益”并重

2 0 0 9 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总干事在 《 关 于

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TVET) 战 略草

案的报告 》 中指 出 ： “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形

势下，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 投资未尝不是 一

个加速经 济 复 苏 和 使 之 得 以 持 续 的 措 施”。 [ 2 1 ] 同

样 ， 我国也不例外 ， 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世界正处

于大变革调整之 中，这个时期我国人民对公平美

好教育迫切 向 往 ， 2 0 1 8 年 《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 队伍 建 设 改革 的 意 见 》 将全

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到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

的高 度，明 确 指 出：兴 国 必 先 强 师 。 2019 年 教 育

部等四部门印发 《 深化新 时代职业 教 育“ 双 师 型 ”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教师〔 20 1 9 〕 6 号），

开篇就明确指出建设 “ 双师型 ” 教师队伍对于现代

职业教育改革的意 义，即 建 设 高 素质“ 双 师 型”队

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 近

两年，政策在满足兴国需要的同 时兼顾教师群体

和教师个体的需要，体现了“ 社会价值”和“ 个人权

益” 并重， “以人为本 ”正在成为职业技术教师教育

政策的价值引导 ， 它要求教师培训的目标 、 内容以

及 培训形式等都要 考 虑 到参 培 教 师的切 身需

要。 [ 2 2 ] 例如，在《深化新 时代职业教 育“ 双 师 型”教

师队伍 》 政策文件的政策话语体系更多地出现 “ 落

实权益保障”等“ 以人为本”价值导向的表述 。

（五） 执行主体：从“ 自 上 而 下”单 一 化 到“ 上

下结合 ” 多主体协同

梳理中国职业技术 教师教育政策 文件 发 现，

随着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从“政府— — — 学校”二元格

局向“政府——— 学校——— 市场”多 元格 局 转 变 [23] ,

建立张弛有度的 管 理模 式，为创意产生创造空间

条件。 [ 2 4 ] 职业 技 术 教 师 教 育 政 策 逐 步 由“ 自 上 而

下”的“政府 －学校”执行路径演进 为“ 上 下 结合 ”

的跨领域 、 跨机构 、 多层 次 、 多主体协 同执行 的综

合性政策 议 题，具 有 显 著 的“ 系 统 多 元 ”“ 跨 界 协

同”属性 。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执行主体 也 不

再只是由教育部开展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单

一化模式 ， 而是由教育部牵头 ， 其他政府机构协助

支持 ， 发展为 多机构联动协 同 ， 特别是 2 0 2 0 年颁

发的 《 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 2 0 2 0 — 2 0 2 3

年 ） 》 由教育部等九个国家部门围绕着 “ 职业 教 育

如何提质培优”联合发布政策行动路径破解职业

教育痛点问题，其中位于核心层的政策执行 主体

是以中央政府和教育部 、 财政部 、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职能机构 为 主

导；次要核心层 的政策执行主体是以工业与信 息

化部、 国家税务 总局、国务 院扶贫 办 、 农业部为 中

心的国家职能部门 ；外层政策执行主体 是 自 2 0 2 0

年由政府机构向外延伸至省人民政府层面 。 职业

技术教 师教 育政策 需要政府 、 社会 、 产业 、 企业联

动方能达成“ 双师型 ”教师培养目标，因此，负责不

同行政职责的政策执行主体之间只有相互配合，

共同融合成一个浑然天成的政策执行系统，才 能

对政策的执行成效和目标达成产生积极影响 。

完善的职业技术教 师教育政策永远在 路 上，

只有政策设计、制定 、实施的起点，没有终点； 职业

技术教师的质量提升只有相对高度，没有 绝对 高

度 。 党的十九大之 后，在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

的引导下 ， 高质量 的 “ 双 师 型 ” 教师队伍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的成就，以较高水平支撑着职业技 术 教

师教育的发展，展现了中国政策智慧政策方案 。

注 释

① 数据来 源：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职 业 教 育 专 业 目 录

(2021年）http: ∥www. moe. gov.cn/s78/A07/zcs ztzl/2017

zt06/17zt06 bznr/zhi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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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licyLogicandEvolutionLogicoftheDevelopmentofVocationalandTechnical
TeacherEducationinChinainthePastTenYears

WangHaiying , DingLi

Abstract: 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 ofChina , theparty andthe state

havepromotedthe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tothelevelof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 ,

andthedevelopment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teachersinChinahasbeeneven more mag-
nificent. Afternearly ten y earsofexploration , undertheframeworkofthereformanddevelopment

policy ofvocationaleducation , theconstructionofvocationalteachershasformeda moreperfectpolicy
system: thepolicy concepthighlightsthe “ integrationofspecialization , professionalism and educa-

tion” and “ integrationoftheoriesandpractice”, andthepolicymeasurespay attentionto “multi-sub-

jectcoordination” . Thelogicofpolicy evolutionpresentsthe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eachertrain-

ingfromfocusingon “ scale” to “ scaleand qualit y”, job qualificationsfromreferringtothegeneraled-

ucationmodelto more distincttypeeducation , evaluationandassessmentfrom “ singlesubject ” to
“ multipleparticipation” . Teachers’ rightsgofrom “ socialvalue ” to “ socialvalue ” and “ Individual
rightsandIndividualinterests”, andtheexecutivesubjectisfrom “ top-down” singularity to “up-down

combination”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andtechnicalteachereducation ; thepolicy logic ; evolution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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