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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探析
朱桂芳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尾 516600）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高职教育重新思考人才供给问题，提高人才供给质量有赖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分析高职教师教学

能力的要求，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高职教育人才输出要求，形成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要素，拟为高职院校教师提升综合素质提供

借鉴，进而深化高职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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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显
著”。作为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承担着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提高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供给
力，是深化高职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核心内容。[1]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匹配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目标基础上，关键是如何为社会提
供优质的匹配的技能人才。本文从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端中的直接
承担者--高职院校教师（本文特指高职专科教育中的专任教师）着
手，试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高职教育人才输出情况，分析高
职教育教学的特点，构建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构成图，拟为高职
院校教师素质提升提供借鉴，助力高职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职教育人才输出情况
“供给侧改革”作为一个经济术语，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结

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出发，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调
适各要素合理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
社会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技术创新，核心技术，这
不仅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的关键，也是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的目标内容。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已转向以
用人单位为主导的需求驱动。截止 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达 1418
所，招生数 3688341，在校生数 11337005，为社会输送了 3664729名
毕业生，占高等教育毕业生数的 48.6%，是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
主要来源。[3]高职教育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是
国家高技能人才的供给端。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的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下，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优
质供给，这不仅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更是高职教育能否
高质量完成使命的关键所在。结合当前大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意识
欠缺问题，高职专科教育的供给侧改革需从高职专科教育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及社会需求出发，促进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要素配
置的合理化，着力提高人才供给质量，推动高职专科院校的内涵式、
特色化发展，助力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供给侧改革下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
提高人才供给质量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心，而对人才的

培养主要取决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教学能力作为教师
职业的核心能力，其强弱直接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和高等院校的
人才培养质量。因此，依据高职教育的办学特点、办学定位、人才培
养模式对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各要素进行准备分析，有助于高职教
师整体素质的提升和高职教学质量的提高，还有利于高职院校技能
人才供给质量的提高。

第一，职业性。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较于普通高等教
育，高职教育具有突出的职业性。高等职业教育的这一办学特点决
定了其教师必须同时具备高等教育要求的理论知识教学的专深性
和职业技术技能实践教学的发展性，特别是职业技能操作能力、行

企业工作或实践经验等。
第二，专深性。相较于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强调高素

质、高技能的人才供给，高职院校供给的技能人才既要满足行企业
一线技术人才的要求，还要满足产业升级转型、新技术应用、技术创
新等行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的这一定位就决
定了其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技能理论水平、实践教学能力和教
学发展水平，方能将现行的职业技能技术及其最新成果科学地、准
确地、有效地传授给学生。

第三，合作性。高等职业教育走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并建立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为实现高职学生向高技能人
才的直接转化和高职实践教学能力的有效提升，近些年，学校、政
府、行企业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合作。高职教师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教学做一体化的具体实施者，无论是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还是深
化校企合作；亦或是学生技能学习环境的情境化、真实化，都强调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与学生、行企业专家和技术工人的密切交
流合作，逐步实现政校企合作的目标。在这样的形势下，高职教师就
必须掌握高职教育的合作领域、合作模式和合作技巧等知识；为了
高效合作，教师还需学习人际交往心理学、沟通技巧和说话艺术等
知识，在教学中学习，在学习中教学，不断提升自身的合作能力。此
外，教师不仅要在教学行为中展现合作的精神，还要将合作融入教
学内容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和影响学生的团队协助精神和合作能
力。

3 供给侧改革下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
《教育大词典》指出：“教学能力由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组成，一

般能力是指教学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认识能力，特殊能力是指教师从
事具体教学活动的专门能力。”[4]其中“一般能力”是指教师职业从业
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特殊能力”是指教师职业从业者能够依据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教学的目标要求，完成具体专业或学科的
教育教学活动所要求的能力。

根据上文对供给侧改革下高职院校人才输出的要求和高职院
校教师教学能力要求的分析，笔者认为高职教师的教学能力由两大
能力组成。第一个能力是共性能力，共性能力虽然不具有特定的教
育类型、教育阶段和具体学科教学的指向性，但却是最直观的教学
能力表现，是从事教师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它包括教育教学
知识、教学实施技能、“三笔一话”等。第二个能力是特色能力，是高
职教师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教师所特有的能力，是依据高职教育
办学特点、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发展的能力。它主要包括
教学认知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发展能力[5]。

教学认知能力是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基础，由高职教师职业素
养、高职实践教学认知、高职教学与专业基本素质组成。教学实施能
力是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包括高职教学应用能力、高职教学
技术能力、高职教学合作能力、高职教学模式实践能力。教学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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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高职教师提升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能力，是高职教师专业发
展的一部分，包括教学研究能力、教师合作能力和教学创新能力。

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下的人才供给离不开高职教师的努力与
付出。高职院校教师作为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主力军，是高职教育
教学的生命线，更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一份子。对高职院校教
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进行界定，有利于高职教师针对供给侧改革下对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有目标、有方向的逐步提高自身的教学能
力和综合素质，进而深化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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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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