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厦海职院〔2017〕115号

关于印发《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企业实践能力提升管理暂行办法》

等两份文件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现将《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企业实践能力提升管理暂

行办法》、《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修订

本)》两份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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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企业实践能力提升管理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号）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以及《福建省职

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精神，持续

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素质，大力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

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师尽快成长，

结合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目的与要求

（一）目的

1. 通过实践锻炼，促进教师熟悉和掌握本专业的行业、企

业岗位工作规范、标准、生产组织方式，熟悉企业相关岗位（工

种）的职责、操作规范、工艺流程和产业发展趋势，促进教学

改革。

2. 促进教师掌握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用人标准及管

理制度等信息，为学生指导学生就业和实现零距离就业创造条

件。

3. 促进教师学习所教专业的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

方法，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参与企业的技术革新，建立“产学研”

校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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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

1.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特点每5年必须累计

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

新任专业课教师应先到企业实践不少于2个月后再上岗。公共基

础课教师也应每年到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和学习至少1次。

2.近5年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课教师，必须分批次到企

业实践锻炼。

3.对于到企业挂职有难度的教师，可以以专访、调研为主题，

选择调研目标、主题和方法，以项目立项的形式，了解企业文

化、行业发展动态、市场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等，完成社会调

研项目成果（须经科研处审验）。

4.到企业实践锻炼要选择与所教的专业对口，实践内容包括

了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工艺流程、产业发展趋势等基本情

况，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教师可自行联系企业单位，也可以由

教研室统一联系，系主任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安排。

5.教师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原则上在厦门市区范围内，

如特殊情况需要到其它地区的，必须报院领导批准。未经审批

备案到企业实践的，学院将不予认可。

二、程序

1．教师每学期自行向所在系（部）申请实践锻炼，填写实

践锻炼日志表，各系（部）期末将日志表汇总后上交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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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利用寒暑假期间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的，要提前

2周向所在系（部）申请，填写《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

践锻炼申请表》，经系（部）、人事处以及分管院领导同意后

实施。

3．因各种原因改变实践计划、单位、时间的教师，必须向

所在系（部）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实施。

三、管理与考核办法

1．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的教师要制定实践计划，撰写实

践日志，详实记载每天工作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具体实践

内容、收获），不得有弄虚作假行为。对在实践锻炼中弄虚作

假，给学院造成不良影响的，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

对于有脱岗行为的，按旷工论处，后果严重的，将给予组织处

理。

2.实践锻炼结束一周内，教师应向系部提交《厦门海洋职业

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鉴定表》、工作总结（不少于 3000字）

和其他资料或成果，由系部汇总至人事处。

3.教师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是教师职称评聘的必备条件，

是教师职务晋升、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主要依据和指标。

4.“双肩挑”干部工作视同下企业锻炼。

5.根据教师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的实际情况，学院安排相

关人员到企业随访。

6.学院每学年随机抽取若干名教师开展到行业、企业实践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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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汇报交流会，展示实践锻炼成果。

四、待遇

教师利用寒暑假期间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的，其实践经

历在评职称时可按每周 16学时核定工作量和培训学时。教师实

践锻炼的企业为行业龙头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其在企业实践

的工作量每周16学时可纳入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行业龙头企业、

国有大型企业的认定由参与实践的教师提出，系（部）审核，

院长办公会确认。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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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申请表

申请人 实践单位

实践单位地址
实践锻炼时

间

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至

行业（企业）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实践锻炼方式 □寒假、 □暑假、□ 脱产、 □其它

实

践

锻

炼

计

划

拟

达

到

目

的

审

批
系（部）主任：

日期 人事处： 分管领导：

此表一式三份，人事处、教务处、系（部）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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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鉴定表

实践单位 地址

行业（企业）指导教师电话

教师姓名 实践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实践锻炼方式 寒假□ 暑假□ 脱产□ 其他□

实

践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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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一式三份，人事处、教务处、系（部）各存一份。

完

成

情

况

实

践

单

位

鉴

定
实践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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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修订本)

为进一步突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特色，提高任课教师的实

践能力，建设一支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技能的“双师

型”教师队伍，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师资队

伍建设的意见》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十三五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进一步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加强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

建设，特修订本暂行办法。

一、“双师型”教师资格的认定条件

1.凡在我院从事教学（含指导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

的任课教师，具有高校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具备以下资格

条件之一者，可以认定为“双师型”教师。

（1）通过国家组织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考试，取得国

家承认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如：经济师、会

计师、审计师等。

（2）通过国家组织的各类考试取得行业特许资格证书者，

如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物流师资格证书、心理

咨询师、计算机系统分析师等。（在此无列出的证书类型由人

事处等部门审核认定）。

（3）通过国家组织的申报、考核、评审等程序，取得与所

从事的专业相关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证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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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本职业（工种）高级工（含高级工）以上职业资

格证书的考评员。

2.具有工程技术系列、船舶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可以

直接认定为“双师型”教师。

二、“双师型”教师的认定程序

1.填写《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表》，

附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及其他相关证书的

复印件。

2.系（部）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

3.报人事处汇总，属职业资格证的由成教部核验。

4.提交学院院长办公会审核确定。

5.学院发文确认双师型教师资格。

三、“双师型”教师的待遇

1.在职称评审、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评选等方面向“双师

型”教师倾斜，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2.各系（部）优先安排“双师型”教师参加科研项目开发、教

材编写、指导年轻教师进行实践能力培养等工作。

四、附则

1.“双师型”教师认定每年进行一次。

2. 本文件解释权归人事处。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http://www.tgc.edu.cn/pjzc/UploadFiles_8405/200703/20070326165526782.doc


–– 10 ––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系（部） 担任课程（从事专业）

资
格
证
件

高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聘书
证书名称：

证书号：

职业资格证书
证书名称：

证书号：

其它证明材料
名称：

编号：

系(

部)

推
荐

意
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成教部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
学
副
院
长

意
见

签名 ：

年 月 日

学院认

定意见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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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年 7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