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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师范院校电子信息专业 "3+1" 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梁学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职业师范类院校开设的电子信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知识，而是要逐步向“3+1”双师型教育人才过渡。
所谓 3+1 双师型人才的教育就是要通过行业、企业与职业技术院校之间的相互联合，利用校园与企业的多重资源，有效地培育，
该专业毕业生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的任教能力、工程技术能力以及实践动手操作能力，是新时代职业教师双师型人才培育的新发展
方向。本篇文章就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分析了电子信息类专业双师型人才培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就职业院校该专业双
师型人才培训体系的具体模式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为双师型职教师资人才培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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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jor in vocational normal colleges should not be confined 
solely 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should gradually move towards the "3+1" dual-qualified teacher training model. The essence of 
the "3+1" dual-qualified teacher training lies in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industries, enterprises, and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leveraging the multiple resources of both campuses and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graduates' teaching abilities, engineering 
technological skills, and practical hands-on operation capabilities for future careers in education. This represents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dual-qualified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Taking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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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未来的朝阳产业，在发
展的过程中核心的发展目标是电子信息产品的创
造、软件创新以及集成电路等多个方面。目前，
我国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蓝领人才极为短缺和匮
乏。随着我国职业院校的持续扩招，目前，中等
职业院校的师资总需求量正在不断地攀升，缺口
人数已超过 40 万。但与数量不足相比，直角数
字在教学活动中的经验不足和素质不足的矛盾更
加突出，其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双师型职教师资的
匮乏。所谓双师型的职教师资人才，就是要求人
才的培育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还
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胜任教学工作。这
里所谓的教学工作，包括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目前，职教师资人才的培育工作主要是由职业技
术师范类院校所承担，该院校也是职教师资力量
培育的重要阵地。但是，这些院校在双师型人才
培育过程中的认知远远不足，同时，在教学模式
上也存在学科化倾向严重、实践力量不足等多方
面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企业、院校与行业

之间的贴合度不够，导致人才培育过程中的主观
能动性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 3+1 人才培养模式
应运而生，3+1 培养模式需要学生在校内完成三
年的综合素质训练，同时，在校企合作的企业中
完成一年的实践教育，从而让学生能够在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术能力方面综合胜任，这也是我国对
职教师资人才培育的第一步尝试。

一、3+1 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随着我国职教师资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发
展，在校企合作的背景下，职教师资人才已开始
突破过去传统的单方面理论知识教学，开始逐步
朝着双师型人才的方向发展。而 3+1 培养模式则
能够通过校企之间的深度融合，通过共同组织、
共同管理和共享资源，让学生享受为期三年的专
业综合素质教育与为期一年的实践教学内容，是
一种更加多元化和深度性的综合人才培养机制。

（一）3+1 双师型人才培育的最终目标
3+1 双师型人才培育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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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动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不仅要在
为期三年的校园学习中掌握行业理论知识、基本
技术的操作方法等等，同时，还要在为期一年的
企业实训教学中，了解一线行业的发展情况，培
养自身的实践动手能力。通过这样的四年学习全
过程，能够使校园和企业之间实现深度的渗透和
融合，让行业和学生所学习的书本知识紧密地贴
合在一起，从而帮助中职技术学校培养更多的双
师型师资人才 [1]。

（二）3+1 双师型人才的培养规格
3+1 双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事实上同时具备

专业性以及师范性的双重特征，是双师型职教师
资人才培养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典型。而在这样的
特征凸显下，3+1 的人才培养模式无论是在知识、
能力以及素质要求上，也需要充分地凸显这样的
特点。第一，从知识点的要求上来看，3+1 双师
型师资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学生必须具备更加广
阔和联系性更深的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知识，同时，
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有广泛地联系人文知识、社会
科学基础知识以及相关联的艺术审美知识等等。
除了掌握电子信息专业的相关理论知识之外，还
需要了解教育系统所需要具备的职业内容，包含
心理学知识和教育学知识等等 [2]。第二，从对双
师型师资人才的能力要求上来看。人才培育的过
程中，必须学习到电子信息专业的基本技能，并
且了解电子信息专业未来的一线就业岗位工作场
景和工作过程中包括的工作技巧与方法，需要具
备强有力的实践能力和经验。除此之外，还需要
同时具备教育教师的技能，可以独立地展开各种
类型的教学活动，包括初步的知识研学、教务的
管理、实训教学的技能和组织能力等等。第三，
从素质要求的角度来看，双师型师资人才的培育
应当符合国家关于该行业的政策法规，遵守教育
法纪，能够热爱本职业工作且具有良好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能力，同时，还需要
在岗位工作中始终维持健康的心理素质保持良好
的教学状态。

（三）3+1 双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3+1 双师型师资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具有

一个主体的框架，该课程体系始终围绕着学校—
企业—学校形成了联盟闭环，具有鲜明的企业实
践性特征和师范类教育专业特征。通过上文描述
可知，3+1 课程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为期三年的师
范职业学校教学，其中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一些
专业性的理论知识教学、教师类科目教学、通识
类教学这三大模块，同时还包括了为期一年在企
业以及职业学校的实践学习模块。其中，通识类
教育模块的教学内容主要包含了通用的基础知识
课程、思想政治教学内容、创新创业模块 [3]。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模块主要包括专业理论知识
课程、专业实践技能课程两个部分。教师技能模
块主要包含了教育的理论类课程、教育的实践类
课程两大部分，这一部分还可以细致划分为职业
教育学、职业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职业
教育课程设计与开发等等。在为期一年的校外实
践中，实践模块的组织者包含了学校和企业两大

部分，通过通力合作帮助学生在校内校外同时实
现动手实践。其中，企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主要是
帮助学生了解电子信息专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
到的设备、相关的工艺技术、了解一线企业的工
作生产环境，培养学生在市场发展、生产质量、
安全控制、成本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工程素养，帮
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取动手技能，且能够将书
本中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和迁移在工艺技术
中。而中职院校的实践教育活动则需要参考电子
信息专业学生的就业特点，帮助学生快速了解在
中职院校任教的工作规律，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
不断锻炼自身的教学能力。

二、双师型师资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职业师范类院校是为我国职业学校培养师资
人才的重要教学阵地，想要为电子信息专业提供
更多的双师型师资人才，就必须强化职业学校
3+1 双师型教学模式的构建。然而，目前在很多
的师范类职业院校，双师型职业人才的培育仍然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生在企业中的实训锻炼不足
为了能够有效地助推 3+1 双师型师资人才梯

度的培育，职业院校应当广泛地与企业之间产生
深度合作，同时，能够为学生搭建实训学习的平
台与基地。但事实上，在校企合作的教学活动中，
很多企业在接纳实习生时，并不会将这部分学生
真正地视为自己的一线员工，为学生安排的都是
一些简单的边缘性岗位，大多数企业对于一些前
沿性的产品、技术中所涉及的重要部分都采用的
是保密机制，并不愿意让学生参与到企业的关键
运营、研发以及生产活动中 [4]。这也导致虽然在
双师型教学人才的培育活动下，学生能够进入企
业获得锻炼的机会，但事实上，接触前沿发展技
术的机会并不多，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
生在实训学习中对于个人技能的提升成果。

（二）双师型师资人才的培育机制不够健全
考虑到师范类的职业院校涉及的专业科目种

类众多，而对于电子信息专业的师资人才培育来
说，培育的要求和侧重点也是有所差异的。电子
信息专业本来就是近年来发展的热门行业，在教
育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对双师行师的人
才的现实需求进行深度的分析，从而得到更加健
全和完善的培养机制与方案。但是，目前，我国
的师范类院校在双师型师资人才培育的过程中，
并没有构建起更加完善和健全的培训体系。3+1
培训模式也大多是过场形式，在实训培训的过程
中并没有制定严格的校企深度合作模式。

三、3+1 双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式和路径

（一）构建层次分明的课程构架
师范类院校学生的培养方向最终大体是指向

职业院校的任职教师，而考虑到目前职业院校的
任职教师以双师型的人才作为发展目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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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育的过程中应当统筹建立起学校与电子
信息技术公司的合作关系，既要面向中小型的企
业，也要面向国企以及外企之间建立沟通关系。
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在 3+1 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
下，更好地了解行业发展的前沿方向和企业需求，
构建层次较为分明的课程教学体系。在 3+1 的学
习模式下，前三年的学习时间中，每学期都会额
外安排一周到两周的实践课程时间，由企业内部
的工程师进入校园内部，向学生讲述目前电子信
息就业的前端方向和一线就业场景。

在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具体可以包括四大
学习模块。第一，帮助学生夯实公共课程的基础，
在大一阶段学生需要掌握关于高等数学、思想政
治学习、体育学习等相关的基础学科理论知识，
同时也要着重锻炼自身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二，学习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在
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要学
会电子信息专业的一些操作系统、电子信息原理
等等，从而为之后的专业核心课程铺垫良好的基
础条件 [5]。第三，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需要学生掌握教育类的专业基础知识，包括教育
心理学、电子信息专业的教育方法和技能等等，
体现了知识由浅入深的锻炼过程。第四，创建具
有特色的实践教学课程。考虑到电子信息专业本
身是一门应用型相对较强的学科，因此，应当为
学生安排实践学习课程的实验点，让学生能够具
有充分的自由发挥时间，结合具体的项目实践将
理论知识实现迁移和应用。

（二）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的构建
3+1 人才培养模式下，最后一年的实践学习

是最具特色的学年，学生将在最后一年真正地走
进企业，展开为期一年的实训锻炼与学习。而如
何能够选好实训教学基地，与企业之间构建起更
加畅通的交流关系，也成为了职业院校在发展过
程中应当思考的重要话题。第一，选择合适的实
训学习基地。在学习的最后一学年中，学校应当
为学生选择一个实力相对较强、与行业发展前沿
相贴合的企业，可以在企业内部和校园共同建立
实训基地，提供一些实训设备。在企业内部应当
安排经验较为丰富的工程师为学生进行讲解，帮
助学生快速地了解该专业的就业场景以及一线的
工作内容。在实习期间，学生应当按照企业的规
章制度上下班打卡，提前适应企业的各类规章。
除此之外，考虑到学生已经进入了企业的项目综
合实训基地中，在最后一个学年的第二学习阶段，
应当选择一些与电子信息专业关联性相对较强的
公司，作为学生未来教学实践经验的背书。一，
电子信息安全公司为例，学校可以选择一些规模
相对较大、收益较好的公司，尽可能确保公司有
实力接受更多的实习生，并且为学生安排一线实
训岗位，真正地帮助学生将理论学习知识应用到
实践中，遵循国家的电子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要
求解决实践工作中的各类型问题，不断地在工作
中提升个人的技能。第二，构建师徒结合的教学
模式。为培养双师型师资人才，学生在实训教学

中也应当真正地了解企业文化，并融入企业文化。
可以由企业中经验较为丰富的工程师担任学生的
教师，从而构建师徒结对的教学模式。通过传帮
带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到一线工作的实际情况，
并帮助学生答疑解惑。

（三）建立强有力的约束型利益保障机制
师范类的职业技术学校在 3+1 的培养模式

下，应当把握自身的主体位置，学校始终在人才
培养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因此，作为校园方来
说，应当按照职教师资人才市场的真实需求，不
断地创新教学管理的体系，并成立合作开放并存
的协调沟通机制。这就需要终止师范技术学校与
用人单位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将企业当做人
才培养的孵化器，同时，与其他合作主体也应当
建立起多项的利益沟通关系。3+1 培养模式的本
质是一种联合培养机制，这种培养机制是否能够
长期良好地运转取决于合作单位与企业的双方利
益是否均衡。因此，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也要
建立强有力的约束利益保障基准，可以借助一些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国家倾斜政策，帮助企
业在员工培训、技能成果转让孵化等方面降低成
本的方式，使企业从中获益，从而达成良性的利
益合作关系。同时，学校也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
在校外实训教学活动中进行管理和监控，构建双
方长期合作的保障机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3+1 的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关系
到了我国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活力与人才的提
供。而双师型师资人才的培养，也是很长一段时
间内，师范类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应当关注的核
心任务。因此，更应当通过构建层次分明的课程
教学体系、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建立强
有力的约束型利益保障机制等多措并举的方式，
实现我国职教师资人才培育的创新性发展，为职
业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提供更多的双师型教育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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