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企互聘共用的双导师教师团队建设情况

1.内培、外引的双导师保障及管理机制建设情况

双导师教学团队建设作为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关键，公司与学

校共同制定了《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双导师管理制度》（附

件 16），制定了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导师聘用标准、师傅标准、考核

管理办法、双导师队伍建设整体规划和培养方案，明确了师资队伍的

遴选条件、互聘标准、程序、职责、待遇、奖惩，形成吸引人才、稳

定导师队伍的管理和激励机制。按照企业绩效考核要求组织对企业导

师的年度工作绩效考核，激励企业导师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学院将考核结果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不断激 发教师自我培训、

自我提高的积极性。

此外，学校同企业共同设计了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师徒”关系。

按照学徒制管理办法与操作流程，由学校导师全程负责实施学生（学

徒）文化课程、专业课程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协同企业导师开展科

研、技术研发工作。企业导师全程负责学生（学徒）职业道德、职业

行为等养成教育，向学生（学徒）传授岗位实战经验，传承企业文化；

并协同学校导师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完成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构

建、课程开发和教材建设、毕业设计指导等工作，依据岗位课程标准

实施教学。

2.“双导师”队伍和教师人才库建设情况

试点依据双导师的遴选标准、现代学徒制双导师互聘标准、现代

学徒制双导师聘任程序，由导师填写《现代学徒制双导师聘任申请



表》，学校与企业双方共同按照《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双导

师管理制度》（附件 16）的要求，共同选拔导师。

经过校企双方考察与选拔，聘用了强智科技智慧校园产品总监王

灿林、数据中心童峰、宋亮军、交付总监肖巍、段科强等 10 位企业

资深技术专家为第一批企业导师（《企业导师聘书扫描件》（附件17））。

首批企业导师都是软件信息领域专业人才，具有岗位责任意识强，职

业道德修养好，团队协作精神佳，组织管理、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能

力出众等优点。童峰、宋亮军是软件发明专利《更新应用程序的方法、

装置、电子设备及计算机存储介质》《选课巡检方法、装置、服务器

及存储介质》（企业导师发明专利实审证明（附件 18））的发明人。

图 5 双导师在强智科技交流

3.双导师的应用能力提升情况

学院制定了《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双向挂职锻炼制度》（附件 19）

及考核办法，要求校内导师以五年为周期，带课程和任务到企业集中

顶岗锻炼。其中，教学管理人员到一线管理岗位任职交流，专业教师



到与专业相关的一线生产岗位顶岗实践。对于参加顶岗实践的教师，

学院不但不安排任何教学任务，而且将企业实践时间换算为课时量，

照常发放工资。 企业给每名专业教师配备一名技术专家或骨干教师

通过师徒式的培训方式，接受学习指导和技能锻炼。通过系统而扎实

的顶岗培训，教师实践经验丰富，专业理论知识和生产管理实践融会

贯通，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师素质”教师，有效促进教育教学改革。

公司也会推荐优秀工作者参与国内外职业教育培训，或邀请职业教育

专家来公司内部进行内训，同等条件下在提拔普升、专业技术职务聘

用(任)时优先予以考虑。

2020 年暑假，学校选派经信院凌敏、吴细花两位年轻老师在强

智科技挂职。（挂职协议和结业证书复印件（附件 20））

图 6 学校导师企业培训证书



4.建立校企协同创新中心

校企共同建立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校企协同创新中心兼具服务学

校学生培养与教师培养、服务企业的项目研发与员工培训功能。在创

新中心，教师带领学生为企业开展项目研发、技术服务，间接承担企

业工程师角色；企业工程师以导师身份把企业工作经验传授给学徒，

直接承担教书育人工作。既体现学院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目的，

又兼顾企业技术研发、人才储备需求，形成共建合力，为“企业、学

校、学生、学校教师”带来“四方受益”的共建红利。

图 7 校企协同创新中心

通过校企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企业获得学校提供的技术支持、人

力资源储备方面的支持，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收

益。学校则成功地将育人空间延伸到企业现场，企业的人力、设备技



术、项目等成为推动学徒制试点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强师资

队伍 建设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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