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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研究 

——以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谭继成，尤强林，蔡文春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广元 628017）1 

【摘 要】通过文献研究和行为访谈以及问卷调查方法，以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徒制专业为调研对象，获得

了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特征的 51 个要素，通过分析发现教师胜任力分为企业实践经验、专业理论知

识、通用知识、教学技巧、道德素质和个人素质 6 个维度，由此构建了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该

模型对高职院校学徒制专业教师的招聘、考核、培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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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年 8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表示建立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主动服务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 

学徒制对教师胜任力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学徒制背景下师资队伍的建设基本停留在政策体制、

师资培训、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外在层面的探讨，缺乏有价值的关于教师内在品质、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等前瞻性选拔质量

把控的研究，所以对高职院校教师在现在学徒制背景下胜任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过程与结论 

2.1高职院校胜任力研究概述 

胜任力是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的个人特征，是由心理学家 DavidMcClelland 于

20世纪 70年代提出的。胜任力模型是指在胜任力的基础上，由于承担某一特定的职位角色所应具备的胜任特征要素的总和。高

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是指能够区分高职院校优秀与普通教师的个人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

知识和技能等多种因素。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是教师从事高职院校教学的必要条件，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内涵。 

                                                        
1
收稿日期 2018-07-26 

基金项目 2016'年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资助项目“学徒制背景下髙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研究一以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四川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项目“职业教育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的实践研究（GZY15B13）”；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学

徒制背景下髙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研究一以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TER2017-014）”。 

作者简介 谭继成（1988-），男，四川资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职业教育。 



 

 2 

近几年，关于高校教师胜任力的研究已有很多，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陆慧指出高等教师岗位胜任力指标分

为教学胜任力和柵赚力，其中教学胜任力指标：专业知识、教学技巧、教学态度、人格特质、职业价值观；科研胜任力指标：

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努力程度、个人目标。祁艳朝、于飞指出髙校教师胜任力模型包括个人魅力、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和人

际沟通。刘晶、张祥兰指出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指标包括教学素养、实践素养、职业素养、个性特质、人际管理。汤舒俊指出

高校教师胜任力指标包括人格魅力、学生导向、教学水平、科研能力。 

2.2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构建 

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对于学徒制背景下髙职院校教师胜任力的研究非常少，所以，笔者针对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徒制

开展情况，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学院开展学徙制的 5 个专业的老师和在校学生展开了调研。学院开设学徒制

的专业分别是：移动通信技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谟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软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次调研一共发放 100 份调查表，老师和学生各 50 份，其中老师回收 42 份学生回收 49 份，经检查，老师有效问卷为 40

份，学生有效问卷为 44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80%和 88%。在老师所提交的数据中，助教占 19.05%、讲师占 38.10%、副教授占

38.10%、教授占 4.75%，即中级及以下职称和副高及以上职称老师各占一半；在学生所提交数据中，大二占 95.92%，大三占 4.08%，

都是经历过学徒制教育的。 

将老师和学生所填数据进行梳理，得到了学徒制 G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频次编码分析表（见表 1）。 

表 1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频次编码分析 

特征要素 频次 特征要素 频次 特征要素 频次 特征要素 频次 

有经验 53 自学能力 11 管理能力 3 持之以恒 1 

很专业 37 上课不能太死板 10 教学生适应社会各方面知识 3 积极乐观 1 

专业扎实 26 上课有艺术 10 热爱职业教育 3 交际能力 1 

在企业工作过 25 懂教学技巧 9 有自己的教学方法 3 开拓进取 1 

关爱学生 23 掌握学科前沿 8 仔细细心 3 抗压能力 1 

具有很好的专业知识 22 创新能力 6 在专业上有很强的科研能力 3 领导能力 1 

精通专业理论 20 沟通能力 6 吃苦耐劳 2 勤于思考 1 

品行端正 20 教学生除了课本以外的知识 5 奉献精神 2 时间管理能力 1 

在行业里有影响力 20 老师不能只顾讲课 5 合作精神 2 态度认真 1 

懂教学方法 15 严谨 5 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 2 友好善良 1 

知识面广 15 爱岗敬业 4 踏实肯干 2 追求真理 1 

为人师表 13 有耐心 4 组织能力 2 总结能力 1 

上课要有趣 12 有责任心 4 诚信友善 1   

2.3研究结论 

表 2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 

序号    维度 胜任力槪要素 

1 
企业实 

践经验 
有经验在企业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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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理 

论知识 

很专业 专业札实 具有很好的专业知识 精通专业理论 

掌握学科前沿 在专业有很强的科研能力 在行业里有影响力 2 

3 
通用 知识面广 教学生除了课本以外的知识 教学生适应社 

知识 会各方面知识 树立学生正确价麵 

4 
教学 懂教学发法 上课有艺术 懂教学技巧老师不能只顾讲 

技巧 课有自己的教学方法 上课 有趣上课不能太死板 

5 
道德 

素质 

关爱学生 品行端正 为人师表 热爱职业教育  

有责任心 爱岗敬业 

交际能力 开拓进取 抗压能力 仔细细心 领导能力 

勤于思考 

 

 

6 
个人 

素质 

创新能力  吃苦耐劳  沟通能力  奉献精神  时间管理能力  合作精神 

态度认真 友好善良  严谨 踏实肯干  追求真理  组织能力  积极乐观 

总结能力  有耐心 诚信友善 持之以恒 自学能力 管理能力 
 

归纳总结实地调研数据，结合前期理论研究结果，初步构建了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的模型。该模型一共包括

六个维度 51个胜任力特征要素（见表 2）。 

表 2 中，序号 1 代表有经验和在企业工作过，这几个要素反应的是学徒制背景下教师的企业工作经验特征，所以命名为企

业实践经验。 

序号 2 代表很专业、专业扎实、具有很好的专业知识精通专业理论、掌握学科前沿、在专业上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在行业

里有影响力，这几个要素反映的是教师的专业能力特征，所以命名为专业理论知识。 

序号 3 代表知识面广、教学生除了课本以外的知识、教学生适应社会各方面知识和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这几个要素反映

的.是学徒制背景下教师的通用知识特征，所以命名为通用知识。 

序号 4 代表懂教学方法，上课有艺术，懂教学技巧，老师不能只顾讲课、有自己的教学方法，上课要有趣不能太死板，这

几个要素反映的是 4师的教学水平，所以命名为教学技巧。 

序号 5 代表关爱学生、品行端正、为人师表、热爱职业教育、有责任心和爱岗敬业，这几个要素反映的是教师的道德素养

特征，所以命名为道德素质。 

序号 6 代表交际能力、开拓进取、抗压能力、仔细细心、领导能力、勤于思考、创新能力、吃苦耐劳、沟通能力、奉献精

神、时间管理能力、合作精神、态度认真、友好善良、严谨、踏实肯干、追求真理、组织能力、积极乐观、总结能力、有耐心、

诚信友善、持之以恒、自学能力和管理能力，这几个要素反映的是教师的个人素养特征，所以命名为个人素质。 

2.4研究模型分析 

企业实践经验、专业理论知识、通用知识和教学技巧这四个要素是属于胜任力冰山模型的可见部分，这部分是可以通过学

习和培训不断完善的。道德素质和个人素质则属于冰山模型的不可见部分，很难通过后天的培养得到提升，从长远来看，这一

部分也是决定一个教师以后能否变得优秀的根本原因，所以在人才选拔时一定要格外注意。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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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构建了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 51个胜任力要素，并通过分析归纳出了教师胜

任力模型的六个特征：企业实践经验、专业理论知识、通用知识、教学技巧德素质和个人素质。本次研究有助于高职院校在学

徒制背景下明确选人标准、考核指标和培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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