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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和发展“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的客观要求。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有了新

内涵。通过对教学能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等相关概念的阐述,以及对中小学、高校和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结构相关研究综述的梳理,并结合国内外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标准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进行

分析,归纳总结了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承担的四种角色,即教师、技师/工程师、数字公民和终身

学习者。据此,提出了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标准框架。该标准框架分为两个维度,即教

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阶段。其中: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六个方面,即课程

开发、课程教学、专业知识、行业能力、信息素养、研究与发展能力;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初

学者→高级初学者→有能力者→熟练者→专家。研究标识出了每个发展阶段教师应完成的学习任务,并针

对每个构成要素和特定的发展阶段描述了职业教育教师的典型教学能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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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职业教育

教师的专业化问题是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1]。
培养和发展“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教师专

业发展的趋势。“双师型”教师是指兼具理论

基础与实践能力的教师,其核心是教师教学能

力[2]。欧盟职业培训发展中心将职业教育教师

分为四类:普通学科教师、职业理论学科教师、
学校实训基地或模拟教学环境的职业实践学

科教师、公司培训者[3]。我国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多指职业理论学科教师和职业实践学

科教师。信息时代对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能

力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分析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能力的概念内涵和构成要素,建立信息时代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的标准框架,就显得尤

为必要。

一、教学能力的概念内涵

在哲学层面,能力是人确定对象关系的手

段、过程 和 结 果,是 置 于 主 客 体 关 系 下 的 概

念[4]。因此,在研究教学能力问题的同时要考

虑师生关系问题[5],这也属于能力讨论范畴。
基于主体能力理论,探寻教学研究能力与社会

实践能力的关系可知:能力作用于实践,满足

主体的需求;实践反作用于能力,促进主体的

提升[6]。从管理学视角来看,能力也称为胜任

力,指“一个人的潜在特征,该特征与个体在工

作或其他情况下,参照标准的,有效和(或)卓
越的绩效有因果关系”[7]。其观点强调了标准

在能力界定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个体绩效与其

能力之间的因果联系,即标准发挥着度量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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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能力的功用。教学能力作为教师潜在的特

征,由评价指标体系显示出来。从能力动态特

征视角来看,能力重在内化与运用[8]11。从心

理学视角来看,能力是一种符合活动需要并影

响活动效果的个体心理特征,而教学能力是个

体顺利完成教学活动的前提,并直接影响教学

活动效率的心理特征,是在特定学科的教学活

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职业能力[9]。目

前,研究者主要从心理认知和课程教学活动这

两个视角对教学能力的概念内涵进行分析,并
对教学能力的综合性、专业性和发展性等问题

达成了共识。从心理认知视角来看,有研究者

将教学能力分为技术层面和人格层面[10]。学

界逐渐接受了教师的智力和教学能力是不同

的观点,并把教学能力视为一种特殊能力[11]。

这符合能力二因素论的观点,即能力是由基本

因素和特殊因素共同组成的。基本因素反映

着人的心理素质和个人潜质等,决定着人的综

合素质是强还是弱;特殊因素体现着人在完成

具有特定关系任务时所具备的一些素质[12]。

从课程教学活动视角来看,研究者多依据教学

过程和教学任务来讨论教学能力的构成,认为

教学过程旨在完成预设的教学任务并确定学

生应该达到的程度,且对教学进行逆向规划。

有研究者将教学能力划分为传授知识、组织教

学和处理人际关系三个维度[13],认为高校教师

的教学能力构成除包含基本因素外,还应包括

研究教育教学方法与探讨教学内在规律等方

面的内容。博耶(Boyer)指出,应把大学教学提

高到教学学术的水平,并开展专业研究和实践

活动[14]。

二、职业教育教师的多重角色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

类型,信息时代的职业教育教师除了具备教学

能力之外,还应承担起另外三种角色,即技师/

工程师、数字公民和终身学习者。
(一)具有技师/工程师特征的职业教育教师

相较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能力结构研究更加关注行业能力,即社会能

力、方法能力和专业能力[15]。目前,从师资队

伍建设角度来分析“双师型”教师的研究较多,

而从职业教育教师个体的角度来探讨“双师

型”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见。相较

于公共课教师而言,专业课教师的职业属性更

强,也更具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特征,

因而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主要聚焦

于专业课教师,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多是从专业

课教师视角切入。国内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包括教学基础、专业实

践、行业能力以及科研能力和素质这四个一级

要素[16]。瓦吉兰(Wagiran)等人建立的职前职

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模型,包括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硬 技 能(hardskills)和 软 技 能

(softskills)[17]。其中:核心能力主要指教师的

教学知识、学科内容知识、技术知识;硬技能主

要指教师的实际操作及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能

力、教师的实际操作及专业课程内容掌握水

平;软技能主要指教师所具备的诚实可靠、遵
守纪律、争当模范等品质。伊斯梅尔(Ismail)

等人基于管理学胜任力视角、工作过程视角以

及教学活动视角,采用焦点小组讨论的方式,

构建了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框架,其框架

包括三项一级维度(个人特质和专业水平、课
程教学和培训、技术和创新)和与之对应的二

级维度两个部分[18]。罗菲克(Rofiq)等人认为

职前职业教育教师须具备教学(pedagogic)、专
业(fieldoftheexpertise)、管理(managerial)、

品格(personality)和社交(social)五个领域的

能力[19]。迪普(Diep)等人从工作过程视角、心
理学认知视角、胜任力视角和教学活动视角出

发,构建了旨在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职业教

育教师教学能力框架,该框架共包括六个能力

维度[20]。从哲学层面上社会实践与主体之间

的辩证关系来看,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发生场

域具有跨界性,即从院校延伸至企业、行业甚

至整个社会,这对职业教育教师个体的素质和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

职业教育,须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精

神,使学生能够在专业、社会、个人等不同领域

和情境中进行正确思考和选择、在行动中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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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社会责任。以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以
工学结合为培养模式,将学校单一形式的教与

学发展为校企合作的教与学,这使得职业教育

的教学结构和学习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普通

教育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深刻变化。“双高计

划”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
称《职教20条》)的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下好

一盘大棋”的四大支柱之一,旨在集中力量建

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有中国特色、达到

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并且提出:“以
‘四有’标准打造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

理的高水平双师队伍。”[21]由此可见,教师教学

能力标准要特别强调行业权威性、国际影响

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和技术技能

性等[22]。
(二)具有数字公民特征的职业教育教师

信息时代对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提出了

新的要求,教师作为数字公民,也应具备相应

的信息素养,尤其是要具备在信息化环境中不

断优化自身教学的能力。移动互联、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技

术对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3]。信息技

术的泛在化改变了个体的人际交流方式、工作

生活内容、知识结构、信息获取途径、行为方式

和思维习惯等。教师需要具备相应的信息素

养,充分利用各类新技术,引导学生为迎接未

来作准备。

在信息时代,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二
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表现得更加

明显。主要体现在:第一,劳动分工导致单一

工种向复合工种转变;第二,技术进步导致简

单职业向综合职业发展;第三,信息爆炸促进

了学校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化[8]10。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整合主要体现在工具手段层面

的经验应用、逻辑系统层面的策略创新、人文

价值层面的人性反思三个方面。职业教育要

实现将技术发展所需的更高技能及知识与该

技术所具备的功能更加有效地结合,就要构建

新型的教学环境、运用新的教学方式、变革传

统的教学结构等举措[8]32。过去的二十年,基
于技术工具论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对提升教

学质量的帮助较为有限,“教育+信息技术”的
思维范式被束缚在狭窄的学科范畴中[5]。实践

表明,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不应受到技术工

具论的裹挟,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

融合,才能整合并重组信息时代教师教学能力

的相关构成要素。信息时代下,“教与学”的内

涵与外延日益丰富多元,新技术、新模式重新

定义了包括职业教育教师在内所有教师的教

学能力的概念内涵。因此,职业教育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与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二者之

间并非隶属关系,而是合二为一的融合关系。

另外,信息时代既为教师国际间的沟通与协作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对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教20条》首次提出要“适应‘互联网+

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培养集“专业知识、职
业技能和信息技术”于一身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探索基于互联网认知规律的校企跨界合

作、教学环境和工作场所结合、虚实环境相融

合的新型职业教育教学方式[23-24]。因此,职业

教育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理应包括信

息化教学能力这个关键要素。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有不同的名称,国内多用“信息化教

学能力”“教育技术能力”等,而国外多使用“教
师ICT能力”[25]。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内涵特

征具有一致性。特别是TPACK技术整合框架

的提出,为更好地理解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师

教学能力的内涵和构成提供了参考。
(三)具有终身学习者特征的职业教育教师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奔腾而至,

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知识、专业技能和信息素

养等都面临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挑战。很多曾

经热门的专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中的一些加工

制造业,已经慢慢从一个专业萎缩成一门课程

或者干脆消失,这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巨大

挑战。泰勒主义提出,大批量的生产方式强调

员工的服从意识,每名员工只需熟悉一种技能

即可,而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团队作业方式则

强调每名员工都是多面手,员工要不断改进和

提高现有技术和管理水平,发挥自身的最大潜

能[26]12-13。基于此,职业教育教师需要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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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己的教学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信

息素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将职业教育

作为职业教育教师终身学习的一部分,学习与

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培养职业态度等,
学习的范围涵盖与职业、生产和生计有关的教

育、培训和技能发展等方面,其中,横向技能、
公民技能、终身学习技能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27]。职业教育教师作为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的核心,要将职业教育的终身学习理念投

射到自身的专业发展上。
(四)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综上所述,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师需要兼

具教师、技师/工程师、数字公民、终身学习者

等多种角色特征,其相互间的关系,如图1所

示。由此,可把职业教育教师分为七类:一类

是不具备信息素养、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职业教

育教师;二类是有研究与发展能力但欠缺信息

素养的职业教育教师;三类是有信息素养但欠

缺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职业教育教师;四类是有

研究与发展能力但欠缺信息素养的技师/工程

师;五类是有信息素养但欠缺研究与发展能力

的技师/工程师;六类是不具备信息素养、研究

与发展能力的技师/工程师;七类是信息时代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第七类是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图1 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多种角色特征

  三、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

标准框架

  (一)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标准分析

国际K-12在线学习联盟(iNACOL)基于

胜任力视角,将混合学习情境下中小学教师的

教学能力分为心态、素质、适应性技能和技术

技能[28]。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标准(试行)》则基于课程教学活动视角,支持

教师的教学工作及专业发展[29]。2005年,美国

密歇 根 州 立 大 学 的 米 什 拉(Mishra)和 科 勒

(Kohler),在舒尔曼(Shulman)提出的教师知

识结构的基础上,基于课程教学活动维度,构
建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体
系[30]。该框架正在从中小学领域扩展至高等

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整体而言,中小学教师

教学能力标准侧重于教师的师范属性。
(二)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标准分析

国内外研究者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标准

的研究主要从课程教学活动和心理认知两个

角度展开。葛文双、韩锡斌将信息时代高校教

师教学能力划分为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意识、
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素养、信息技术融入教学

的能力 和 信 息 技 术 融 入 教 学 的 研 究 四 个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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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31]。安吉丽(Angeli)等人将教学能力划分

为主题识别、表征识别、教学策略识别、ICT工

具识别、课堂技术融合策略识别[32]。陈(Chen)
等人将信息化教学能力分为动机和价值观、对
技术和方法的认知、对技术方法的运用、反思

性评价[33]。博耶(Boyer)指出:应将大学教学

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高校教师应当开展关

于教学能力的专业研究和实践;教师的教学研

究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同等重要[14]。
(三)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分析

目前,常见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有

七个,分别是: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

2017版教育者标准[34];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

协会(AECT)2012版 教 师 教 育 技 术 能 力 标

准[35];联合国ICT-CFT框架[36];IBSTPI面对

面、在线和混合环境教师通用能力标准[37];我
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38];我国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29];我国教育部在

《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中提出的教师

信息素养标准[39]。
尽管各标准的构成维度以及表述方式存

在区别,但对教学能力的关注点是基本一致

的,都主要聚焦于自主学习能力、交流能力、协
作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其

中:ISTE教育者标准强调教师从理解学习者

学习的视角来应用信息技术以优化教学,鼓励

教师根据学生认知背景及学习特点的不同来

设计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和选择多元化的学习

资源,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教育理

念;AECT标准与我国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

标准类似,都是以教育需求为导向,采取教师

准入制度,对职前教师进行严格筛选,强调教

学研究(研究创新)能力的重要性等。ISTE、

AECT、ICT-CFT、IBSTPI、我国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我国师范生信息化教学

能力标准,均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意识

作为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学习)的基础而加以

强调,并从信息技术赋能课程教学活动的视角

来审视信息技术的设计、开发、应用、管理、评
价等,尤 其 突 出 创 新 创 造 的 重 要 性。ICT-
CFT、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

准、我国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都有较

为清晰一致的研究脉络,尤其是后两者,都基

于我国国情进行了系统性的本土化科学论证。
教育部发布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中将

职业教育教师信息素养作为信息时代教学能

力的关键要素,提出教师信息素养包含了意识

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研究与发

展、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标准分析

国际培训、绩效、教学标准委员会的教师

教学通用能力标准(IBSTPI)中提出,教学能力

是制定教师能力标准的核心[37]。本文分析了

五个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标

准,它们分别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专业能

力标准(TAE10)[40]、英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专

业标准[41]、欧盟职业教育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框

架[42]、德国教师教育中等专业科学与专业教学

论内容上的各州共同要求[43]、我国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44]。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以澳大利亚技术与继

续教育体系(TAFE)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能力标准侧重突出教师作为技师/工程师、
终身学习者角色的特征[45],这与面向课堂教学

活动的普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有很大

不同。英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标准对

教师本身的胜任力要求很高,对教师专业价值

属性、知识理解与技能提出了要求。职业教育

教师实际的工作场域复杂、多元,需要教师角

色向技师/工程师、专业教学专家转化。欧盟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框架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关注职业教育教师作为技师/工程师

角色所发挥的功能,尤其是在工作关系网构

建、团队合作、操作培训和学习管理等方面。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标准结合了工作过程与教

学活动两种视角,将职业教育教师界定为“介
于理论与实践中间的熟练教学法专家”,强调

了教师所具有的“双师”素质(兼具教师与工程

师/技师角色)。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

标准从教师胜任力的视角出发,指向教师的专

业理念、师德、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等方面,该
标准对教师的个人品德修养、职业素质都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强调职业教育教师的知识结构

要覆盖教育知识、课程教学知识、通识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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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的实践性知识等诸多方面。
(五)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

学能力标准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信息时代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标准框架。该框架分

为两个维度,即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和教

师教学能力的发展阶段。信息时代职业教育

教师应兼具教师、技师/工程师、数字公民、终
身学习者四种角色特征,再结合中小学教师教

学能力标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标准、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标准、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标

准等成果,将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

的构成要素分为六个方面:课程开发、课程教

学、专业知识、行业能力、信息素养、研究与发

展能力。
课程开发也被称为课程设计或课程编制,

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并对教

学计划、大纲和教材应达到的目标、选择的内

容和评价的标准进行可行性研究[26]107。姜大

源认为,职业教育课程属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

程,对其开发可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工作任务

分析,即根据专业对应的工作岗位进行典型工

作任务的分析;二是行动领域归纳,即根据能

力的复杂程度,包括同类合并等措施,将典型

工作任务整合形成相关的能力;三是学习领域

转换,从这一步开始,要在目标中融入教育因

素,所谓“学习领域”就是课程,“学习领域转

换”就是构建课程体系;四是情境设计,即将学

习领域分解为不同的主题学习单元[46]。基于

此,王雯和韩锡斌提出了“互联网+职业教育”
背景下职业院校混合课程开发的四个步骤:信
息技术环境下的岗位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分

析、工作过程课程开发和学习情境设计[47]。职

业教育教师应具备基于上述步骤进行课程开

发的能力。
课程教学是指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以课

程内容为中介,由有综合教学能力的教师“教”
和学生的“学”共同构成的一种教育活动[48]。
课程教学能力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

评价三种能力[49-51]。

专业知识指的是教师所教专业领域的知

识,主要由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践知识和专

业反思知识构成[52]。
行业能力指的是教师所在行业的核心能

力,包括行业沟通与合作能力、行业实践能力、
行业服务能力[50]173-181。

信息素养指的是合理合法地利用各种信

息工具,尤其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从而捕捉、
获取、评估、应用、整合和创造信息,以实现某

种特定目的的能力[53]。根据我国教育部发布

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信息素养主要包

括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研究

与发展、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的内容[39]。
研究与发展能力指的是教师的科研能力、

教学研究能力及专业发展能力。我国出台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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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以及《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高地的意见》[55]等政策文件,均明确提出要

提升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尤其是教学研

究能力与专业发展能力。
德国职业教育学家劳耐尔(Rauner)将职

前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发展水平区分为

新手、有进步的初学者、内行的行动者、熟练的

专业人员和专家五个阶段,并据此划分了四个

学习范畴[56]。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探讨了教

师由非专业人员成长为专业人员的过程中,在
不同时期所遭遇的不同问题或所关注的不同

焦点[57-58]。教师职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工匠”
属性,从职前培养强调见习实习到入职后实行

“师徒制”,都需要教师“绝知此事要躬行”,这
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方式不谋而合。因此,
本文基于劳耐尔(Rauner)的五个阶段和四个

学习范畴[56],将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
师教学能力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学者→
高级初学者→有能力者→熟练者→专家,并在

表1中标识出了这四个阶段教师应完成的学习

任务,并有针对性地阐述了每个阶段职业教育

教师的典型教学能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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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标准框架

阶段
初学者→高级初学者(完
成职业定向性工作任务)

高级初学者→有能力者
(完成程序性工作任务)

有能力者→熟练者(完成蕴
含问题的特殊工作任务)

熟练者→专家(完成无法
预测结果的工作任务)

课程开发
在外部 指 导 下 进 行 课
程开发的能力

基于职 业 教 育 课 程 实
践的课程开发能力

职业教 育 课 程 理 论 指
导下的课程开发能力

理论与 实 践 融 会 贯 通
的课程开发能力

课程教学
在外部 指 导 下 进 行 教
学的能力

基于教 学 实 践 的 教 学
能力

职业教 育 教 学 理 论 指
导下的教学能力

理论与 实 践 融 会 贯 通
的教学能力

专业知识
运用定 向 和 概 括 性 知
识的能力

运用关 联 性 知 识 的 能
力

综合运 用 专 业 知 识 的
能力

运用专 业 知 识 系 统 化
分析无 法 预 测 结 果 任
务的能力

行业能力
实施职 业 定 向 性 任 务
的能力

实施程 序 性 任 务 的 能
力

实施蕴 含 问 题 的 特 殊
任务的能力

实施无 法 预 测 结 果 任
务的能力

信息素养
信息技 术 应 用 于 教 学
的能力

借助信 息 技 术 改 进 教
学的能力

借助信 息 技 术 解 决 教
学难题的能力

借助信 息 技 术 创 新 教
学的能力

研究与
发展能力

在外部 指 导 下 进 行 教
学研究的能力

基于多 种 途 径 自 主 教
学研究的能力

结合理 论 与 经 验 进 行
研究与创新的能力

基于研 究 与 创 新 成 果
指导其他教师的能力

  第一个学习阶段:初学者→高级初学者

(完成职业定向性工作任务)。在学习之初,职
业教育教师首先需要对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

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及教师工作范围有一个

初步的认识。教师不仅要认识和理解本职业

(教师)的定位、与其他职业的关联以及工作范

围,而且还要认识和理解在劳动分工结构中本

职业的工作任务。初学者通过了解有关工作

的结构、重点和内容等信息,来理解与本职业

紧密相关的其他跨行业工作任务以及常规教

学实践。初学者对职业领域内的入门和概括

性知识进行学习是获取职业行动能力和教学

设计能力的基础[59]。在教学能力提升的初始

阶段,教师要参与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任

务,这样他们就能够最快地实现从初学者向高

级初学者的提升。在本阶段中,职业教育教师

教学能力的课程开发、课程教学、研究与发展

能力要素需要教师在外部指导下习得;专业知

识与行业能力要素则需要教师具备处理该领

域定向性与目的性任务的能力;信息素养要素

需要教师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基本设计

中,并基于信息化教学的基本理念来理解信息

化教学特点。
第二个学习阶段:高级初学者→有能力者

(完成程序性工作任务)。教师在了解了职业

概况并获得初步技能后,就进入了第二个学习

阶段,开始从事程序性的工作任务,以掌握与

职业有关联的知识。程序性的工作任务就是

指教师考虑教学内容的前后关联,以便系统地

理解教学任务,从而建立一个整体化的职业观

念。本阶段主要聚焦教师的知识内化与实践

能力的提升,这与第一阶段的学习(主要侧重

教师知识和技能习得)不同。在第二个学习阶

段,教师须将所学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运用,
这种基于工作场所的学习能够促进教师对职

业关联性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在教学实践中,
基于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课程开发能力、基于

教学实践的教学能力、研究与发展能力均建立

在教师对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学有一定的前

期积累基础之上,教师在此阶段可以较为独立

地开展课程开发、课程教学及研究,而专业知

识的获取在此阶段表现为教师对体系内若干

项不同知识的整合和建立的关联。行业能力

主要体现在教师完成行业工作任务的过程性

行为和阶段性操作的熟练程度上。教师的信

息素养基于第一阶段信息技术应用的学习,在
第二个学习阶段更加突出对教学的优化,这是

一个将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的过程。
第三个学习阶段:有能力者→熟练者(完

成蕴含问题的特殊工作任务)。教师在掌握了

完成程序性工作任务的能力以后,就进入了第

三个学习阶段,即解决蕴含问题的特殊工作任

务。每个职业归根到底都要在实践中学习,故
而,在解决问题时,仅依靠已有的规则和方案

是不够的。在教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符合

常规和职业标准的情境,这是用熟知的方案无

法解决的问题。蕴含问题的特殊工作任务往

往包含一些新的问题,之前的工作经验无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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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的解决,这些新问题往往会集中出现在

各种教学比赛中。为解决这些问题,教师迫切

需要学习并掌握相关理论。因此,教师有必要

首先分析工作任务,然后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

架找出问题所在,最后设计出解决方案。完成

该工作任务,除了要求掌握必要的教学理论知

识外,还需要有一定的教学技巧和经验的积

累,这是建立在第二个学习阶段基础上的。到

了该阶段,教师通常已在实践教学中对程序性

任务反复实施,对教学流程及各个优化环节已

经熟稔于心,需要从经验获得到理论认识的进

一步提升。教师要学习职业教育课程理论、教
学理论、信息化教学理论等,从而更好地认识

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并在实践中强化自

身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借助信息技

术解决教学难题的能力。就教学能力构成要

素中的研究与发展能力而言,教师需具备将理

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能力,从而解决真实的

教学问题并达到创新的高度。
第四个学习阶段:熟练者→专家(完成无

法预测结果的工作任务)。教师具备了完成蕴

含问题的特殊工作任务的能力后,在理论和实

践上均达到一定高度。这时,教师需要将自己

的课程开发、课程教学案例整理后与同行分

享,或者基于研究与创新成果来指导其他教

师。该学习阶段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

践的过程,处于该阶段的教师在与其他教师的

交流分享中,面临着更加多元、复杂、难以预测

的局面,随着解决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完成

从熟练者型教师到专家型教师的跨越。该阶

段,要求教师在课程开发、课程教学、信息素

养、研究与发展能力等方面达到理论与实践的

融会贯通,同时在专业知识与行业能力上,具
有创造性地运用专业知识来系统分析无法预

测结果的工作任务的能力,最终实现专家型教

师角色的转变。
《职教20条》指出,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加

快,各行各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迫切,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

显,因此要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鼓励职业学校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职业教育要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大力推进

“互联网+”“智能+”等教育新形态,推动教育

教学的变革与创新。基于上述发展要求,笔者

提出了信息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

能力的标准框架。后续研究将基于该标准框

架进一步构建具体的指标体系和测量工具,为
今后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和发展,以
及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聘任和业绩考核,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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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forVocationalTeachersintheDigitalAge:
Concept,ComponentsandFramework

HANXibin,DIAOJunfeng,YANGJuan
(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Developmentofdoublequalifiedteacherisanobjectiverequire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
Theageofinformationtechnologygivesanewconcepttovocationalteachersteachingcompetency.
Throughareviewoftheliteratureontheconceptofteachingcompetency,ICT(informationandcom-
municationstechnology)competencyofteachersaswellastheteachingcompetencycomponentsfrom
primaryschools,universities,andvocationalcolleges,andalsotheanalysisofrelatedstandardson
vocationalteachersteachingcompetencyandteachersICTcompetencyinChinaandothercountries,
thispapersumsupthefourrolesofdual-qualifiedvocationalteachers:vocationalteacher,technician/
engineer,digitalcitizen,andlifelonglearner.Basedonthesefourroles,thispaperputsforwardthe
competencyframeworkforvocationalteachersinadigitalage.Theframeworkisdividedintotwodi-
mensions,namelythecomponentsandthedevelopmentstagesofteachersteachingcompetency.In
thesetwodimensions,Teachersteachingcompetencycomprisesthecompetencyincoursedevelop-
ment,courseteaching,professionalknowledge,industrycompetency,informationliteracyandre-
search&development.Teachersteachingcompetencydevelopsthroughthefivestagesofbeginner,
advancedbeginner,capableperson,skilledperson,andexpert.Thispaperidentifiesthelearningtask
typesofteachersineachdevelopmentalstageanddescribesthecharacteristicsoftypicalteachingcom-
petencyforvocationaleducationteachersforeachcomponentandspecificdevelopmentalstage.
Key words:vocationalteachers;dualqualifiedteachers;teachingcompetency;digitalliteracy;
vocationalcollege;roleofvocationaleducation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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