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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力重构的高职院校基层教研室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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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基层教研室组织能力重构是根据高职

教育发展新要求，以能力提升为目的重新构建的教研

室组织形式。目前高职院校基层教研室组织存在严

重的组织虚化、功能固化、职能行政化的问题，这使基

层教研室组织理应具有的学术权力受到了遏制，严重

地影响 了 基 层 教 研 室 组 织 在 新 形 势 下 的 应 有 作

为［1］。

1 基层教研室组织能力重构的新内涵

1． 1 基层教研室组织能力重构的“五新”
①新形态。基层教研室组织能力重构后的形态

转换，一是由传统基层教研室组织被动适应型向主动

创新型教研室组织转变; 二是扩大了组织空间，增容

了组织工作内涵，适应了新时期高职教育的发展。
②新使命。在实践教学、情境教学、跨界教学中，以解

决高职教育课程与教学的现实问题为主要职责，以培

养适于未来职业岗位需求人才为主要目标。③新理

念。基层教研室组织以创新理念激发发展活力，引领

发展方向，拓展发展空间，提高发展水平。④新指向。
从发展上指向于可持续发展，指向于在教育实践中发

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⑤新角色。能力重构后的基

层教研室组织要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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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模式、新教学模式的建构者，新时期教师专业

发展的促进者，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者。
1． 2 基层教研室组织能力重构的“三入”

①“注入”新动能。高职教育基层教研室组织的

新动能体现为基层教研室组织能力重构基础上的新

形态、新理念、新使命、新指向、新角色的“五新”内

涵。基层教研室组织从特定角度承载着高职教育使

命、价值观和发展战略，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以动能为

引领，以保持基层教研室组织的强大创新力。
②“赋入”新权能。一是教研室组织有权参与课

程开发，不仅要思考“如何教”的问题，还要思考“教

什么”和“为什么教”的问题。二是教研室组织有权

结合专业建构新的课程模式与教学模式。在课程模

式建构中，要避开已有课程模式的“惯性”思维，建构

个性化的课程模式，实现课程模式在学校的适切性与

适应性。
③“融入”新思维。新思维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

是内聚性，以权威的学术带头人为组织内核，吸引与

凝聚教研组织所有成员; 二是强化学术发展自主性。
将教学团队、学术共同体、双师工作室等特定的内涵

融入到教研室组织，提升教研室的品质、焕发其新的

生机与活力。

2 能力重构基础上基层教研室组织的使命

2． 1 深入开展课程开发与有效教学的研究

①探索本土的课程开发模式。高职院校应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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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课程模式研究基础上，以专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根

据自身办学性质、功能和具体专业特性，对以能力为

本的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不断地探索，并根据产业需

求，建立分门别类的发展框架。教研室组织的责任，

就是组织成员在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进行本土课程

模式的开发与研究。
②在实践中进行有效教学研究。一是创设学生

“适学课堂”，让课堂“活”起来。“通过和企业督导共

同听课评课，让企业督导创建教育通向职业岗位的

‘能力链’，搭建职业能力的‘课程链’，打造核心课程

的‘项目链’，实现课堂教学的校企融合。”二是在

“三教”改革中持续发力［2］。鼓励一线教师编写职业

教材，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创新教学形态，建设一批

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新型”活页。
2． 2 实践中注重“双元”教师的课程与教学能力发

展

通过校企“双元”培养专业教师，校企“双元”教

师团队实施“双元结构教师小组”模式，对接职业标

准和工作过程，以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

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对接，这是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关键环节”。
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课程开发与有效教学是高职教师

课程与教学能力发展的基本途径［3］。课程能力具体

体现为教师的课程意识、课程开发能力、课程决策能

力等; 有效教学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关键，也是教师教

学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教学能力与教学水平主要

体现为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有效教学的方法与策

略等［1］。在教师发展提高上，教研室要采取“集中培

训”与“自主发展”相耦合的原则，让教师在实践性知

识自我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地超越自己。
2． 3 工作中着力学生职业素养与未来能力的培养

教育实践中，除了重视培养学生技术技能教育

外，还要重视学生的职业素养与未来发展能力的培

养，这是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必然要求。根据

高职人才培养逻辑，在专业设置上，要服务于区域经

济发展的产业要求，通过工匠精神培育提升学生的职

业素养，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素质。在课

程体系上，要将思政课程融入专业教学、情境教学中

去，真正体现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实效

性。要以能力培养为主线，通过课程内容的改革与项

目化课程模块的搭建，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这是高职院校基层教研室的重要使命。

3 高职院校基层教研室组织的建设机制

一是协调机制。基层教研室组织的内部协调机

制对保证基层教研室工作的有效开展至关重要。能

力重构后的教研室组织既是一个教师团队，又是一个

兼具校企双师双能培养工作室、课程与教学研究课题

组、技术技能攻关项目小组等不同使命的教师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专业为单元设教研室，以专业群

为基点设立院( 系) ，乃是规范化的基层教学组织体

系的基础。协调一致的教研室组织是新时期新使命

完成的重要前提［4］。
二是监督机制。要构建以“旁观者”身份为主要

方式的监督机制来确保基层教研室既定的工作目标

的实现。针对重构后的教研室组织动态性、自主性、
不确定性的特点，院系相关部门应对其建设内容、建
设目标进行经常性地监督，特别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要从教师发展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客观、公正评估。
这种评估对促进基层教研室组织工作创新与发展、开
拓性的开展工作非常必要。

三是创新性机制。高职基层教研室组织要围绕

“发展”这个主题开展各项工作，以保证其发展的可

持续性。第一，要创新工作制度，要求教研室人员树

立创新意识，以创新姿态开展各项工作。第二，建立

创新激励制度。对教师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要予以奖

励与鼓励，对学术创新、项目研究创新做出较大贡献

的要予以重奖，并在职称晋升等方面予以倾斜。第

三，创新教研室管理与建设制度。以基层教研室主任

为核心的学术带头人，要经常思考教研室管理与建设

的创新问题，这是保证其活力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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