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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英语教
师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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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1607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质量和“双师型”

英语教师队伍的建设日益受到关注。“双师型”英语教师不仅应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教学

能力，还应具备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和行业知识，以满足高职院校对具备综合技能人才的培养需

求。本文深入探讨了高职院校“双师型”英语教师培养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并在“双高”建设的

背景下，提出了相应的培养路径和策略，旨在提升高职院校英语教师的综合素养，为高职院校“双

高”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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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高职院校 “双师型” 英语教

师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双师型”英语教师的认定机制尚不

健全

当前，我国众多高职院校开始重视“双师

型”教师的培养，并通过奖励政策给予倾斜，

主要表现在提高课时费系数和职称评审加分

等方面。在一些地区，“双师型”教师的认定

标准包括校内外在职或兼职的专业课程教师，

只要他们持有教师资格证并实际承担专业课

程教学及实习指导工作，均可参与认定。其他

地区则以持有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

的职业资格证书作为认定依据
[1]
。部分高职院

校进一步规定，只有持有教师资格证、在职的

公共英语教师，并实际承担学院公共英语课程

及与专业相关的英语教学任务的人员，才符合

“双师型”英语教师的资格。然而，持有职业

资格证书并不等同于具备实践指导能力。实际

上，许多高职院校尚未建立完善的“双师型”

英语教师认定制度，导致该领域的认定标准尚

不明确。笔者走访了几家高职学院，他们存在

一个共性，目前学院没制定公共基础英语课程

“双师型”教师的评定制度和标准。

1.2 “双师型”英语教师队伍较为薄弱

目前，资源丰富的高职院校已经开设了商

务英语专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院校尚未设立

该专业。据笔者的调研显示，即便是已经开设

商务英语专业的院校，也面临师资力量薄弱的

问题。具体表现在教师年龄结构失衡，职称结

构不合理，高级职称教师数量不足，缺乏商务

专业的领军人物和核心教师。商务英语专业的

教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英语语言文学、英

语教育、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专业的硕

士或博士毕业生；另一类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本

科、硕士或博士毕业生，以及一些拥有国际贸

易公司管理经验的人员。英语专业毕业的教师

虽然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但他们多数直

接从学校步入教学岗位，在商务知识方面存在

不足，难以将复杂知识简化教授给学生，且缺

乏实际的商务实践经验，他们在教学中往往只

是机械地传授书本知识，所教授的内容往往过

时，无法满足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的最新需求。

因此，在指导学生进行商务实践方面，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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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显得不足
[1]
。另一方面，那些具有商务

专业背景或来自国际商务公司的教师，在商务

知识方面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因为他们毕业

时间较久，缺乏高校教书育人的基本素质，又

因为从未上过讲台，所以他们的授课技巧有待

加强，此外，他们的英语语言技能也不能完全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2]
。

“双师型”英语教师是指那些不仅掌握

扎实的英语基础理论知识，还具备英语语言应

用能力、实践技能以及行业和企业知识的教师。

他们能够指导学生在职场环境中运用英语解

决专业问题，并掌握与学生就业相关的拓展技

能。笔者调研的学院均未开设英语专业，英语

教师主要负责全校的公共基础英语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在通识领域的英语应用能力。然而，

学院在培养公共基础英语教师的“双师”能

力方面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基础英语教师参

与企业访问、挂职锻炼的机会较少，企业技术

专家和高职学院基础英语教师之间的双向交

流次数有限且时间短暂。由于缺乏足够的企业

工作经验，以及激励政策的不足，导致大多数

基础英语教师对参与企业实践锻炼的积极性

不高
[3]
。

1.3 “双师型”英语教师培训班趋于形式

化

为应对“双师型”英语教师短缺的挑战，

高职学院安排基础英语教师参加专业英语的

进修课程。以笔者所在的石油化工类高职学院

为例，学校积极倡导基础英语教师参与石油化

工领域的专业培训。这类专业培训班有助于拓

展英语教师的视野，并充实他们的专业知识库。

然而，由于培训时间通常限制在一周以内，短

短几天的课程往往不足以让英语教师深入掌

握石油或化工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仅靠短

期培训班难以使基础英语教师达到专业英语

教学的标准。尽管专业培训班是必需的，但它

们往往更注重形式而非内容，无法有效提升基

础英语教师的专业技能，对于培养“双师型”

英语教师的实际效果有限
[4]
。

1.4 校企合作的紧密度有待加强

校企合作是培养“双师型”英语教师不

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校企合作的紧密程度尚

有待提高，教师们普遍缺乏企业工作背景。商

务英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很少有机会深入企

业实习。即便有企业参观的机会，通常也只是

短暂的一两天，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并不能

为教师提供足够的企业工作实践经验。商务专

业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若仅依赖教

师在讲台上传授理论知识，学生往往难以全面

理解和掌握。如果授课教师没有参与过企业的

实际工作，他们在教学中遇到实际案例或操作

问题时，便难以有效地指导学生。

近年来，尽管高职学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积极鼓励基础英语教师参与企业实践，但教师

在企业实践期间所获得的补助往往难以覆盖

日常的食宿开销，这导致教师不得不自费承担

这部分费用，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此外，

由于课程负担繁重以及家庭因素的影响，部分

教师并不愿意利用假期时间去企业实践。目前，

校企合作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这使得基础英

语教师参与的热情不高。在多数高职院校中，

职称评审依然更重视论文发表和科研成果，而

对教师的企业实践加分不多。在工资待遇和奖

励方面，企业实践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因此，

现行的政策并未向参与校企合作的英语教师

倾斜，这也导致了愿意参与下厂实践的教师数

量寥寥无几。

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热情普遍不高。作为校

企合作的核心参与者，企业对合作的深度和成

效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企业的主要目标是盈

利，它们往往不愿意承担培训高职教师的任务。

毕竟，高职教师在企业实习结束后会返回高校

继续教学工作，这期间他们无法直接为企业创

造经济价值。许多合作企业能为高职教师提供

的职位数量有限，这限制了教师进行深入实践

的机会。即便企业接纳了教师进行实习，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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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中经历多个岗位的轮换，但实际操作经

验仍然不足，尤其是对于那些关键岗位，教师

难以掌握其核心技能。

2.“双高”背景下高职“双师型”英

语教师的培养路径和对策

2.1 构建完善的高职院校“双师型”英

语教师队伍的制度框架

高职院校应当制定明确的“双师型”英

语教师评估标准，以确保基础英语教师感受到

公平，并激发他们向这些标准努力。同时，应

避免“双师型”英语教师制度的终身制，设立

专门的考核机构，并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次的定

期考核，以防止教师停滞不前。此外，应建立

激励“双师型”英语教师的政策，例如在课时

费上给予一定系数的加成，在评选“优秀英语

教师”、“英语教研室主任”、“英语教学骨

干”、“英语教学带头人”等荣誉时，优先考

虑“双师型”英语教师。同时，应建立专业教

师参与“双师型”英语教师集体备课的制度，

邀请优秀的专业教师、教研室主任或骨干教师

加入基础英语教师的备课团队。通过集体备课，

教师们可以相互交流，共同提升英语课程的备

课质量。专业教师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企业实践

经验，能够为英语教师提供宝贵的指导，帮助

他们在授课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2.2 完善“双师型”英语教师的培训机

制和体系

完善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三方共同参与

的高职“双师型”英语教师培训体系。高职院

校的公共基础英语教师主要承担学校的常规

课程，但他们参与各级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

以笔者所在的职业学院为例，英语教师缺少前

往企业进行培训的机会，学院也缺乏相应的政

策支持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建议高职院校制

定相关政策，探索基础英语教师在企业进行实

践培训的途径，并通过政策激励，确保教师能

够定期、定额地前往相关企业接受实践培训。

通过优化培训机制，为英语教师提供一个公平

的发展平台，从而推动公共基础英语教师队伍

的建设
[5]
。

（1）培训

建议高职院校鼓励基础英语教师积极参

加校内和校外的培训及行业的学术会议，这样

有助于基础英语教师掌握先进的教学理念、行

业和企业的最新动态，与时代保持同步。

（2）企业挂职

对于未开设英语专业的高职学院的基础

英语教师，建议学院制定激励政策，鼓励教师

参与企业实践。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挂职锻炼

或担任学生企业指导教师的角色，亲自指导学

生进行企业实习。教师应在合作企业中担任具

体职务，确保能够深入企业进行实际调研和工

作。通过这种方式，英语教师可以深入了解企

业需求和业务流程，从而提升自身的实践技能。

学院与企业应共同建立对参与企业挂职锻炼

的教师的双向评估体系，只有通过考核的教师

才能获得企业和学院的双重补贴。此外，在教

师的优秀评比和职称晋升方面，应给予参与企

业挂职的教师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2.3 提升教师综合能力

（1）培育基础英语教师的思政教育能力

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是学生思政教育的关

键核心课程之一，基础英语教师承担着学生思

政培养的导师角色。这不仅要求高职英语教师

提升自身的思政素质，还必须增强政治理论知

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础英语教

师应积极学习国家法律法规，与思政教师进行

深入交流与沟通，掌握思政教育的方法和技巧，

确保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教师

还应深入挖掘基础英语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

育元素，实现高职基础英语课程的思政育人目

标
[6]
。

（2）培养基础英语教师的专业育人能力

在“双高”政策的背景下，基础英语教师

必须精确把握行业定位和动态，深入洞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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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职学生英语能力的期待。教师应将基础英

语课程与专业课程进行有效整合，通过专业技

能的提升，结合所教授学生的专业背景，向专

业教师、企业专家以及智能平台学习，利用假

期深入企业一线进行实践，与企业专家共同探

讨，以熟悉行业发展趋势，掌握行业先进技术，

明确职业岗位需求。通过这些努力，可以培养

基础英语教师的专业育人能力，有效实现“专

业+英语”的教学模式。

（3）培育基础英语教师的创新与创业能力

随着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深入

推进，高校教师，包括高职教师，迎来了新的

角色——创业引导师
[7]
。高职英语教师应积极

投身于多方面的创新创业培训，通过这些培训

来丰富自身的创新创业知识储备。他们可以重

新整合英语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并鼓励他们投身创新实

践。在英语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教师还应

致力于提升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8]
。

参考文献

[1]陈煊.ESP 需求理论视角下地方本科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问题研究[J].黑龙

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35(08):43-44.

[2]郑淑媛.商务英语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问题[J].疯狂英语(教师版),2007,(06):37-39.

[3]蔡万巧.“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路径研究[J].现代职业教

育,2025,(02):77-80.

[4]吴书麟.校企合作视角下民办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J].

校园英语,2019,(45):39-40.

[5]杨钰垚,彭娟,韩欣桂.高职院校“双师型”英语教师培养路径研究——以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

院为例[J].校园英语,2023,(08):49-51.

[6]王艳琴,加鹏飞.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双师型”英语教师多维度培养研究[J].齐齐哈尔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04):22-24.

[7]崔伟慧.基于“双创”教育与英语教育互融的高职院校英语教师职业能力发展研究[J].科技

风,2020(8):46-54.

[8]张静华.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英语教师队伍的建设现状及对策[J]，海外英语，

2023(7):238-240.

作者简介：郑志霞（1982-），女，汉族，河北邢台市人，硕士学历，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和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度“‘双高计划’实施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

型’英语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论文。


	1.当前高职院校 “双师型” 英语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双师型”英语教师的认定机制尚不健全
	1.2 “双师型”英语教师队伍较为薄弱
	1.3 “双师型”英语教师培训班趋于形式化
	1.4 校企合作的紧密度有待加强

	2.“双高”背景下高职“双师型”英语教师的培养路径和对策
	2.1 构建完善的高职院校“双师型”英语教师队伍的制度框架
	2.2 完善“双师型”英语教师的培训机制和体系
	（1）培训
	（2）企业挂职

	2.3 提升教师综合能力
	（1）培育基础英语教师的思政教育能力
	（2）培养基础英语教师的专业育人能力
	（3）培育基础英语教师的创新与创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