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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当今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和要求度与日俱增，而中等职业学校正是我

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储备和培养基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双创工作”的开展带动

了大量的会计财务类人才的需求，这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的培养提出了重大挑

战，本文将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上来探索会计中职人才的培养效果。

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培养状况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

谈的方法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队伍

存在以下问题：力量薄弱，缺乏教师间的协作；质量不高，缺乏一线职业经验；深

度不够，职业技能分布单一；认识不深，“双师”评聘积极性差；执行不力，“双

师”教学风格未落实。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相关部门不重视；培养机制不

完善；评定标准不规范；激励机制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健全。

本论文提出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策略体系：建立会

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组织体系：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校企合作；组建专业团队，

加强教师协作。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实践体系：健全会计专业“双师型”

教师的分类实践；丰富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路径。建立会计专业“双师

型”教师的评定体系：明确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界定标准；完善会计专业“双

师型”教师的评定机制。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激励体系：明确激励机制，

焕发教师活力；改革激励方法，提高激励效力。优化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管

理体系：丰富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引进途径；创新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

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中职会计；“双师型”教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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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demand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re the important reserve and training base of Applied

Talent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creative work" has led to the demand of a large numb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personnel, which poses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in Lvliang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ounting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eak

strength, lack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Not high, lack of first-lin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depth is not en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vocational skills is single;

understanding is not deep, "double division" evaluation and employment enthusiasm is

poor; poor implementation, "double division" teaching style is not implemented.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do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m; the training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not

standardize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is not clear;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not

sound.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system of accounting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the

establishment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organizational system: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strengthe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et up professional teams,

strengthen teacher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training syste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improve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enrich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Establish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defining

the standard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Perfect the incentive syste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make clear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radiate the

vitality of teachers; reform incentive methods, improve the incentive effectiveness.



III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enriching

the introduction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double-qualified" accounting teachers.

Key words: Accounting major; Accounting teachers with "double skilled qualific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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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中等职业学校，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一直以来都在承担着输出初级技术

型人才的重任，培养了很多的不错的职业技能人员，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是一

个很好的补充；会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性专业，关系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安

全运行和高效高质发展。基于上述两个考虑点，我们相信做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会计的教学培养工作是很有必要性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会计专业发展离不开整个教学团队的带领，结合会计重视操作的特点和职业学

校重视职业技能的属性，适合中等职业学校会计发展的团队就是“双师型”教师队

伍。在上述这一复杂而明确的背景条件下，本研究随即在吕梁市开设会计的中等职

业学校当中开展“双师型”教师培养研究。

1.1.1研究目的

国家发展职业教育和培养职业人才历来是政策导向，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提出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思想，这就需要李克强

总理所强调的“教练型师资团队”。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是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规

划会和指导会，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每年一

开的高频率、高规格和周期化的会议。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就旗帜鲜明地

提出要在职业学校当中培养有活力有实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2017年的全国职

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在整个职业教育当中

的重要意义，并且还特别说明了一些培养的思路和构思，这是党和政府多次提出培

养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的重申和提升。由此可见在中职校中培养一支强有

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也是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

而对于会计，这一极其强调实操技术的专业，培养或打造一支“双师型”队伍还是

一件应国策利学生的事情。

“双师型”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有着明确的政策背景，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有着

深厚和迫切的现实背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是中职院校主要的教学方向，然而随着

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中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从生源上、就业上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对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逐渐形成了“生源差”

和“就业差”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强求生源，更无法直接解决就业

难问题，根本上是要提高办学质量和培养水平，再往深里挖就是得有一批懂教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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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技术的“双师型”老师人才。会计尤为如此，会计人才是社会和市场持续需要和

广泛需要的人才，但是只懂得一些会计理论知识断然无法接受市场的检验，也无法

解决企业的实际需求，甚至会造成重大的金融风险和财务损失。

中等职业学校在目前的政策导向和背景下也越来越建立了一个共识：会计“双

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可是意识上的重视并不能够直接解决问题，要

想实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体制上、政策上、管理上和激励上等等方面落实下去，可

是当前的中职校尤其是吕梁市这类院校中并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另一方面，会计实

践能力是在企业公司中一笔账一笔账做出来的，而很多教师没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和

精力从事兼职会计工作，企业一定程度上也不愿意聘用这样的兼职会计。这样的内

外交加的问题最终促发了我们看到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存在明显的缺陷。

随着“双创”工作的持续迅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小微创业型企业，这

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对财会人才的需求，并且很多小微企业可能还不足以雇佣专职

的财务人员，就会产生很多的兼职会计需求；并且如若小微企业不注意自己的财务

工作可能会形成许多隐性的金融风险也会造成不少的利润损失。如此对中职校会计

毕业生是一件直接的利好消息，事实上对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也

是利好消息，会计教师可以得到相对多的实践机会，既解决了微小企业的账务需求，

也解决了自己的实践需求。

1.1.2研究意义

本论文以吕梁市的中等职业学校为对象研究“双师型”会计老师的培养能够为

我国会计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这对于中职校的会计老师人才的培养发

展提供理论指导。从实践方面来说，培养教学能力与实操能力高超的“双师型”教

师团队是中职校会计一直以来的需求，然而当前的培养情况还未能达到目标。本论

文着重选择了吕梁市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为研究对象，所输出的研究成果也

必然非常符合吕梁市的具体实际特点，也会很有效地指导实际的工作，“双师型”

会计老师也会因此得到水平的提升。

1.2研究的文献综述

1.2.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无论从起源还是发展水平上说，诸如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职

业教育更为先进，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评价和个人意识等因素均有密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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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李海，2017）①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已有

研究对国外的相关文献资料及实际情况进行了研究总结。本研究将会全面梳理这些

优秀的国外双师型团队培养的经验，以期对本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坚实的背景资

料。

德国被认为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典范和学习对象，我们有必要对德国的中职校双

师型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和学习。想要做一名德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有着较高

的门槛，特别是在职业能力方面要求颇高，一般来说具备了高等教育经历和五年专

业工作经验后才有资格申请成为职业教师，甚至对于一些实操性要求高的专业必须

周期性地去往一线工作岗位进行实习和进修以保障其职业教学能力的有效性和时

效性。除了接受规范的继续教育、周期的进修实习，德国的“双师型”教师的评定

并不是一次评定终生认定，而是注册审查制。如此可见德国“双师型”老师团队之

所以优秀与其规范的考核、评定和培训等有关（谢定生，龙筱刚，2010）②
。

除了德国的职业教育中的双师型团队的培养，美国的双师型职业教育也具有很

好的模范作用。美国对职业教师的认定要严格于普通教师资格认定，对于申请者资

格、资格考核、职业教师管理和职业教师评价都有着完整的制度，除了这些，美国

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顺利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社会对双师型教师

的认可程度，当然也有着严苛的制度要求（赵丹，2016）③
。

日本的职业教育体系不像美国和德国那么完善，但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相

似，所以日本的一些先进经验在中国有着更高的适用性。在日本的教学界有一个

“专业的职业指导师”的概念，这一职业或者称号属性的人所做的工作和我们国家

所提到的“双师型”教师本质上是一样的。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日本对“专业的职业指导师”的教师身份要求较为自由，大部分的“专业的

职业指导师”都在企业公司任职，这就能够有效保障“职业训练指导师”具备良好

的职业能力；（2）日本设有专业专门培养“专业的职业指导师”的机构，对“教

学能力”和“职业能力”进行双向培养，确保受教育人才可以有效地将职业能力传

授给学生，使得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得以完美融合。由此可见，日本的“专业的职

业指导师”没有很严格的界定标准和管理规范，更多地“务实性”地促进“双师型”

教师具备优秀的职业指导能力
④
。

① 李海.英、美、德、澳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胜任力要求比较分析.职业通讯,2017,34,23-29.
② 谢定生,龙筱刚.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及其启示.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9,16-17.
③ 赵丹.国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对我国高教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13,121-122.
④ 谌启标.美国职业教育新任教师的专业发展计划.职教通讯,2006,1,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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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外“双师型”教师在评定上、培养上和管理上都有着非

常严格而规范的标准，特别重视一线工作经验在“双师型”教师评定上的作用，有

着非常完善的相关教师的教师的培养机制，保证了“双师型”老师的务实性、时代

性和创新性。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来借鉴学

习。

1.2.2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双师型”老师的国内研究非常丰富，主要研究主题包括现

状调查、标准界定和培养策略等方面，总体上看体现出数量庞大主题集中的特点，

但是研究的深入水平不高。

第一，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的中职校的“双师型”教师培养

还处在一个比较低水平的培养水平，集体表现在下面的这几个问题上：首先数量上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民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职业高中学校“双师型”教师

数量还有待提升（邱小龙，朱爱梅，朱翠芳，2017）①
；除了数量上存在的不足，

双师型教师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大部分的双师型教师并不是真正的职业技能和教学

技能或者其他技能的结合，而只是有多个相关的“准入证”，这恐怕不是发展“双

师型”教师团队的初衷（李光平，2015）②
。

第二，已有研究还对“双师型”老师团队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

的探索。“认定标准不统一和不规范”是研究中最常提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有的

“双师型”老师培养问题集中体现为培养标准不明确不统一不规范上，机械式抄袭

或者学习国外的标准或者其他地区的培养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指导当地或者本行业

的“双师型”培养（赵文月，2012）③
；“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也是

大部分研究关于制约中职校“双师型”教师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需要多的解释，

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有其自身的考量因素的，没有好的奖惩激励很难调动积极性或者

自觉地改变。

第三，已有研究还集中对中职院校的“双师型”团队培养方法进行了研究。结

果发现，“双师型”团队的培养首先是得解决评聘标准问题，只有严格把关才能够

真正提高双师型教师的质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谭正富

（2017）④
通过对不同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特点进行比较类比后发

① 邱小龙,朱爱梅,朱翠芳.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的 SWOT分析.职业教育,2017,12,120-122.
② 李光平.中职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5,34-38.
③ 赵文月.县级职教中心“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29-33.
④ 谭胜富.浅谈中职校“双师型”教师培养.职教论坛,2017,7,33-34.



第一章 绪论

5

现，好的“双师型”教师团队都有好的团队带头人，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团队成员开

展自我提升。“双师型”本质上是一种解决某类实际问题人才的导师，这说明了这

种教师的特殊性是非常显著的，因此要着力符合专业需求和体现当地特点的双师型

人才的培训。

我国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有着普遍的研究需求，但现

状长期没有突破性发展和根本性变化导致研究也一直徘徊在初级研究状态；除此之

外，文献检索结果表明，关于会计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见，

会计方面的“双师型”中职老师团队培养仍然有研究空白，也可能在提醒我们以往

庞大的研究成果之所以没有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泛泛而谈的研究成果

难以对具体专业的“双师型”老师培养的问题形成相对有用的指导。

1.3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1.3.1研究的思路

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以下研究思路展开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全面开

展吕梁市中职技术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研究之前进行两项工作：一者进行

实地考察，对吕梁市中职技术学校“双师型”教师的基本情况实行了简单摸底，二

者进行理论梳理，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总结以为研究的展开提供方向和经

验。然后根据上述工作结果，在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选取恰当的代表性样本，

然后编制和优化相关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然后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最后总

结当中存在的弊端及造成弊端的成因。在弊端和原因归结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吕梁市

“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有效方法，从而完善吕梁市会计类“双师型”团队培养

的各种管理机制和培养方向。

1.3.2研究的方法

1.3.2.1文献分析法

“双师型”职业教育教师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这一方面说明了研究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为研究的开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就需要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

我国“双师型”教师发展普遍存在的不足，借鉴国外“双师型”教师发展的优势经

验，从而指导本研究的有效展开。

1.3.2.2问卷调查法

问卷法能够为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手资料，本研究将自编相关的调

查问卷对会计的“双师型”老师进行标准化、数量化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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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访谈法

访谈法相比较前两种方法，它的研究对象有限，但是调查范围更加不受限制。

借助于访谈法可以对中等职业学校中的双师型会计教师和非双师型会计教师进行

深入、全面地了解，一方面核实量化调查的结果，另一方面补充量化调查忽略的内

容。

1.4研究的内容

笔者首先了解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的会计专业开设状况，选择了一个特别的、

微观的研究视角和对象，全面地调查、访谈和分析吕梁市中职院校有关于会计类“双

师型”老师团队培养情形，具体地包括吕梁市开设会计的中职院校的数量、属性和

培养水平等一般数据，更精细地调查吕梁市“双师型”的技能水平、资格证情况等。

结合相关理论知识，分析吕梁市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存在的问题，

并找出隐藏在背后的关键性原因，据此提出有效的实施改革方向。这是本研究的终

极着力点，也是本研究开展的初衷意图。

1.5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两方面：一方面从研究

视角上看，本文从“双师型”和非“双师型”两个视角上对比了不同人群对吕梁市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现状和发展路径，使得调查结果

更加全面，也更加实用；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结合采用了量化优势的问

卷调查法和质性优势的访谈法，这既保证了研究的效率性，同时也提高了研究的深

度，保障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本研究在“双创”工作由浅入

深地时机提出在贫困城市地区会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也符合当前的时代需求。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虽然尽可能提高研究的价值和专业性，但是需要承认的是，

本论文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研究者的研究水平，二是受限于本研究

在研究对象上是以山西省吕梁市地区为主要样本，乃至于研究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地

域特征，这就使得研究的扩展性有限，在研究结果的迁移上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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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现状

本论文以山西省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为例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将吕梁市选择为研究地域范围一者是因为研究的便利性，二者是因为吕梁市在经济

发展落后和职业教育滞后的地区中有着较大的代表性，最重要的是本论文的研究结

果将有可能改善当地的职业教育情形，促使吕梁市职业市场当中有更加坚实的人才

储备力量。

2.1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现状

2.1.1吕梁中职校的基本情况

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吕梁市一区两市及十县的中等职业学校进

行了初步 了解和系统总结，结果表明：

从总量上来看，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数量有限。纵观省内各地市的中职学校数

量，吕梁市以 32所中职技术院校的数量排在山西省倒数第三位，这与吕梁市的人

口数量严重不相称（383.22万人，全省第三位）。

从地域分布上看，吕梁市的中等职业学校主要分布在离石区（13所，占 41%），

孝义市、汾阳市和临县分别设有 3所中等职业学校，剩余的 8个吕梁市的县域分别

设有一所职业高中。如此看来，吕梁市的中等职业学校实现了在基本满足了不同人

群选择职业教育的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集中教育资源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质量还有待提高，缺乏人才输出质量高和社会认可度高的优质

学校。

图 2.1 吕梁市中职类技术学校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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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类型上看，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主要包括职高类中职技术学校、中专类

中等职技术学校和技校类三大类型，其中以职高类为主。由表 2.1可知，吕梁市的

中等职业学校以“职高类”为主（21所，65.6%），该类院校在教学管理和继续深

造上类似于普通高中，较为符合当前人民大众对教育的普遍性期望；“中专类”共

计 8所，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多以具体的行业命名，如会计、卫生、艺术、农业

和煤炭等等；“技校类”仅有 3所。

表 2.1 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一览表

类型 校名 数量

职高类 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吕梁市离石区高级职业中学、吕梁宏大职业学校、吕

梁学院汾阳分校、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汾阳市敬仁学校、山西徐特立高级

职业中学、交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兴县职业技术学校、兴县职业中学校、临

县高级职业中学校、临县白文职业技校、临县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柳林县

高级职业中学、石楼县职业教育中心、岚县高级职业中学、方山县职业中学

校、中阳县职业教育中心、交口县职业教育中心、孝义市科杰计算机职业高

中、孝义市东方前程职业高中

21

中专类 吕梁市职业中专、吕梁市卫校、吕梁市会校、吕梁市艺术学校、吕梁市农校、

吕梁市煤炭工业学校、山西省吕梁经管校、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

8

技校类 吕梁高级技工学校、吕梁北方综合职业技术学校、吕梁华晋科技学校 3

从学校属性上看，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以公办性质为主，民间办学力量偏弱。

仅有吕梁北方综合职业技术学校、吕梁华晋科技学校、孝义市东方前程职业高中和

孝义市科杰计算机职业高中等 4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这与省会太原、忻州市等人

口大市的民间办学力量形成鲜明对比。职业技术院校办学需要民营力量的补充，吕

梁市中职技术学校的发展尤其是技校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民营力量。

2.1.2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基本情况

学校的基本概况为本论文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基本材料，同时为本文研究的样本

院校的选择和调查教师的选择提供了依据。会计是广为市场欢迎并且社会需求极大

的专业之一，吕梁市开设该专业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不在少数，但是相关的师资

力量却没有太多的优势。

调查结果表明，吕梁市的 32所中等职业学校中有 23所开设会计（71.8%），

其中“职高类”、“中专类”和“技校类”开设会计的比例分别为 81%、63%和 33%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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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开设会计中等职业学校（吕梁市）分布情况

类型 数量 比例

职高类 17 81%

中专类 5 63%

技校类 1 33%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吕梁市会计学校是一所具有鲜明会计属性的中专学校，会

计学生高达 1300余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 65%以上；具有会计背景的教师超过

教师总人数 75%。该校具有优良的财会教育历史（建校于 1979年），在会计类学

校中有着较高的口碑与声誉（省级示范专业），在全省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教学

质量名列前茅（1999年被确定为“省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除此之外，各县

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基本都设有会计专业，其中石楼职业中学、孝义市职业教育中

心、柳林县职业中学和文水县职业中心的会计专业也均有超过 200名会计学生，具

有一定的教学规模。

表 2.2的数据表明，吕梁市的中专学校、技校和职高等学校当中广泛地开设着

会计等财务类专业，进一步说明了研究开展的必要性。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学

校的人事处教师了解到了其会计教师的基本情况。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教

师共计 139名，其中吕梁市会计学校人数为 77名，其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教

师人数为 2-11名。被学校官方认定为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人数为 57名，占

会计教师总人数 41%，距离双师型教师比例的目标（60%）还有一定的距离。本研

究对吕梁市 57名中职类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从年龄构成、性别比例和学

术区别等方面进行了基本分析：从年龄构成上看，存在着年龄偏大甚至显示出青黄

不接的情形。调查数据表明，低于 35岁的年轻教师共计 15名（26.3%），处于 35

岁到 50 岁之间的中年教师共计 20 名（35.1%），在 50 岁以上的教师共计 22 名

（38.6%）。由此可见，中老年的会计“双师型”教师均高于青年教师，这一结果

与会计重视工作经验的属性有关，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后续力量不足的问题；从性别

比例上看，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老师比例。调查结果表明，女性教师人数为 41

人，占据总人数的 71.9%，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计工作以女性为主的社会实情，另一

方面也是中职校教师以女性为主的反映。尽管均衡的性别比例是理想状态，但是会

计教师的实情恐怕非主观意愿所能左右；从学缘构成上看，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的

“双师型”财会老师的学历水平以会计类本科以上为主。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本科

学历的会计“双师型”老师为 32人，研究生学历的老师为 19人，其他学历水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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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 6人；在专业背景上，76%以上的会计教师有着会计类专业背景，其他的会计

“双师型”教师也在不同程度上有会计从业经验。

2.2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现状调查方法及结果分析

本论文分别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吕梁市中职校会计类的“双师型”教师进行

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问卷法可以量化地了解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在职业技

能、教学技能、专业水平和问题不足等方面的情况，访谈法一方面补足问卷调查结

构的缺失内容，另一方面也结构化地了解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

教师在教学和职业上的全面信息。

2.2.1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调查过程

笔者编制了《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调查问卷》，用以调查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会计“双师型”团队（57名）及其培养现状。

第一，编制调查工具。为了全面地、客观地和高效地了解吕梁市中职校会计专

业“双师型”教师的基本现状，本研究在实地考察和参考已有相关问卷的基础上编

制了《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调查问卷》。该问卷一共包含 12 个题项，分为

“基本信息”和“双师教师及培养状况”两部分，重点调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

“双师型”教师的评聘时间、双师类型、职业技能、教学水平和主要问题等内容。

其次，确定调查对象。本研究对吕梁市的中等职业学校进行初步摸底，对其会

计类专业的培养状况和“双师型”教师培养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确定了样本学校；

由于符合条件的样本数量确实不多，因此在调查院校中选取了全部的 57名双师教

师作为对象。

第三，开展调查工作。尽管样本数量不大，但是样本所属学校在地域上较为分

散，故而本研究本着专业负责的态度对相关学校的教师进行了调查培训，而后由这

些经过培训的教师开展施测调查工作。

第四，数据统计分析。

为进一步完善“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现状调查，也为了提高调查资料的丰

富性，本论文还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辅助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

第一，调查工具编制。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双师型”

会计教师培养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本研究编制了《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会计“双师型”教师访谈提纲（双师版）》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

教师访谈提纲（非双师版）》，从双师型老师和非双师型老师两个视角继续深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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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吕梁市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情况。

第二，调查对象确定。根据“双师型”和非“双师型”老师“双管齐下”的调

查思路，本研究在 32所会计相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选取了 10名会计“双师型”

老师和 10名会计非“双师型”老师作为访谈样本。在人员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双

师类型（“双证类”、“双岗型”和“复合类”）、学校类型（职高、中专和技校）、

年龄和性别等变量上的平衡性。

第三，访谈开展。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保证访谈效果，本研究邀请了两位

教育相关专家与研究者共同开展访谈工作。在每一场访谈结束之后，三位访谈者都

会及时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保证访谈结果不被主观意愿和下一个访谈所影

响。

第四，结果分析。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分别对 10名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

和 10名非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和总结。

2.2.2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现状及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和问卷结构，本研究将从“双师型”教师个体现状和团队培养现

状两个部分展开结果分析：

第一部分：“双师型”教师现状

本部分从中职校会计“双师型”会计老师的评聘时长、双师水平、证件情况和

实操情况等四个方面分析吕梁市“双师型”会计老师的现状。

第一，从“双师型”教师的评定时长来看，吕梁市中等职业校会计的“双师型”

教师的评聘工作落实较好。调查结果表明，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成为“双

师型”教师 1-3年的教师数量为 12人；3-5年的教师数量为 9人；5-10年的数量为

23人；10年以上的数量为 13人。由此可见，吕梁市中职校会计“双师型”人才的

培养是历来重视的工作，尤其是近年来“双师型”教师较为稳定迅速地增长。

第二，从“双师型”教师的“双师”水平来看，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

的“双师型”老师以“双证型”为主。根据实地考察和相关文献，本研究将“双师”

分为“双证型”（同时拥有教师上岗证和任意会计类职业资格证）、“双岗型”（同

时兼具学校会计教师岗位和企事业单位会计岗位两个身份）和“双能型”（同时具

备教学和会计实操两种能力）三种类型。调查结果表明，“双证型”会计中职教师

的数量为 32位（56.1%），“双能型”会计中职教师的数量为 12位（21.1%），“双

岗型”会计中职教师的数量为 13位（22.8%）。不难理解，这三种类型在水平上是

递进关系，真正的“双师型”教师不应单是用资格证说明问题，然而实际情况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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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0%的会计双师型中职教师只是“双证型”。

第三，从“双师型”教师的财会资格证类型上看，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的

“双师型”教师几乎全部拥有会计类职业资格证，但是级别不高，门类不全。就数

量上看，100%的吕梁市中职校“双师型”教师都有会计类专业资格证书，并且拥有

两个以上资格证的教师占比 63%；就水平上来看，59%的“双师型”教师只拥有行

业的初级水平资格证书（如初级会计师资格证等）；就门类上看，“注册税务师”、

“资产评估师”和“审计师”等非狭义会计的财务资格证书拥有者不足 20%。由此

可见，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在资格证上只是“虚有其表”，

在门类上“缺胳膊短腿”，在水平上“裹足不前”。

第四，从“双师型”教师的第二岗位上看，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的“双

师型”教师大部分没有兼职会计类工作。调查结果表明，77.2%吕梁会计专业“双

师型”教师没有第二岗位，拥有第二岗位的 13 位“双师型”教师有 8位在企事业

单位从事兼职会计，有 4位在会计类培训班教授实操性课程或顾问，有 1位教师从

事会计事务所类工作。如此可见，吕梁市中职校会计类的“双师型”教师实际工作

经验短缺，“兼职会计”是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提高实操能力的普遍性、有效

性途径。

第二部分：“双师型”团队培养现状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了双师型教师个体的基本情况，但是会计“双师型”职业

教师团队是一个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需要站在学校或者团队的角度再一

次审视和分析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团队发展情况。

从“双师型”团队水平主观评价上看，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自我评价不

高。自评为“优秀”水平的会计“双师型”教师仅有 3名（5.3%），自评为“优良”

水平的会计“双师型”中职教师有 9名（15.8%），自评为“合格”水平的会计“双

师型”中职教师有 38名（66.7%），甚至有 7名双师型教师认为自己“不合格”（12.3%）。

如此可见，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自评较低，这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实际水平，同时也说明该

类教师也确实能够意识到并坦诚自身存在的不足。

从中等职业学校对“双师型”团队的管理上看，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认

为学校并不重视该项工作的管理。认为对会计“双师”有良好培训体系的教师有 8

名（14.0%），认为对会计“双师”可以得到明显的薪酬等方面提升的教师有 5名

（8.8%），认为对会计“双师”有严格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教师有 3名（5.3%），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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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学校不重视“双师型”团队培养的人数有 39名。由此可见，吕梁市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缺乏应有的管理机制和上层重视，这意味着

还有较大的作为空间。

从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培养存在的问题上看，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

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一线工作经验。调查结果表明，“缺乏一线财务工作经

验”是限制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发展的主要因素（32 人，46.1%），有 11

名教师认为主要问题是“缺乏良好的管理机制”（19.3%），有 7名教师表述重要

问题是“考量评价机制不正规”（12.3%），还有 7名教师认为“部分教师偏重校

外兼职工作”也是培养一支强有力会计“双师型”团队的不利因素（12.3%）。

从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培养策略建议上看，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认

为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平台和规范双师型考评机制等是主要突破口。调查结果表明，

有 18 名教师认为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平台可以为双师型教师的发展和提升提供重要

途径（31.6%）；有 16名教师认为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着眼点在于有一套规范的

考评机制（28.1%）；有 13名教师认为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待遇是培养“双师型”团

队的前提条件（22.8%）；有 10名教师认为丰富人才引进和培养制度是发展双师型

团队的重要条件（17.5%）。由此可见，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

团队的培养还有着丰富的改良途径。

根据研究目的和进行的访谈，本论文分别从“双师型”教师培养现状和非“双

师型”教师培养现状进行结果分析：

第一部分：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

“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必要性上来看，几乎所有的“双师型”教师都强调

了该项工作的战略意义和实际效用。只有具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

师才能确实明白一线岗位的需求和要求，“尤其是会计，很多刚入职的会计类职员

并不会从事真正意义上的‘会计’岗位，很多是从库管、出纳甚至收银做起，这就

要求我们的教学充分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而不是拿着国家统一教材教授看似有用

实际用不上的‘职业技能’。”（W教师，某职高“复合型”男中年教师）。

教学人员普遍认为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平均水平较低。“不可否认，国

家和学校都在不遗余力地促进‘双师型’团队的培养，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很多

‘双师型’教师并不具备真正的‘双能’能力。这一方面是学校教师自身努力不足

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与相关考评机制较为简单粗糙有关。”（Z教师，某职高“双

证型”女青年教师）除了考评机制不完善之外，还有教师提到双师型待遇（校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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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都包含在内）也是限制双师型教师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非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

本论文运用自编的访谈提纲（针对非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对吕梁市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的 10名会计非“双师型”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一访谈的意义在

于不仅能获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表象问题，还能发掘内在的

动力不足等问题。访谈结果表明：

非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在没有成为双师型的原因上并不是单一地不符合评

定标准。部分非“双师型”教师认为这只是多一个头衔而已，并没有明确的实质性

价值和意义，“教师嘛，不能‘唯利是图’地追求这些…我觉得潜心教学才是最重

要的”。

少数教师表明自己也有会计类资格证，只是没有去评定为“双师型”教师。正

如一位教师（X教师，民办中专女会计教师）提到的“是不是‘双师’很重要，但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你有这个头衔你就是，你没有也许你还是呢（笑），对吧？包括

我在内，一些会计教师只是没有去评这个所谓的‘双师’，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学校

关于‘双师’的评定并不是常态化的，过了那一批你得等。”

如此看来，非“双师型”在对“双师型”工作的评定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合理认

知，而并不是他们认为双师能力不重要，或者不具备双师型的能力。非“双师型”

会计教师认为成为“双师型”老师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获得这个所谓的称号，也不

会有任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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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存在的

问题及归因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本论文明确了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双师

型”教师的基本情况，也掌握了“双师型”教师整体团队的培养近况，接下来将对

这些调查数据进行全面分析，一者梳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者分析其后存在的

深刻原因，以期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培养性策略体系。

3.1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存在的问题

3.1.1“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

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数量较少（占总体会计教师的 41%），未能

满足理论结合实践和“技能为主”的中职校教学需要，这与其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尤其是优秀中职校的“双师型”会计教师比例相距甚远。也就意味着首要的问题是

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在数量上依然没有达到全国标准，依然无法完全服务当前

的会计职业人才的培养，这是经济和教育发展较为落后区域的普遍问题，必须引起

足够的重视。

中职校会计的“双师型”教师存在的更加深入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协作

的团队。“双师型”团队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并不是有多少个“双师型”教

师就可以提高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水平和职业传授水平，因为任何一个职业或者一

个行业是一个员工之间的协作式的运作系统，尤其是会计既强调工作岗位之间的工

作细分，又讲究不同岗位的协作，这就要求我们的“双师型”团队应该是一个相互

熟悉、相互配合的团队，以团队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

中职校会计的“双师型”教师存在着数量偏少，没有形成教师间协作的团队等

问题，这是目前教师团队培养最直观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无法解

决其他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3.1.2“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中职校“双师型”会计教师团队并不是一支完全的兼具教学能力和职业能力的

复合型人才团队，即使是这 41%的“双师型”教师也仅仅是其中 56.1%的现有“双

师型”教师有一张“教师资格证”之外的会计类资格证书而已，并未在财务工作岗

位上进行过实际操作，不具备在企业公司等组织中开展财会工作的实际工作能力，

很难想象一个不会做账报税的教师如何教会一个学生去职场上应对财务类工作。而

且在目前的形势下，会计的资格证书被取消，更是成为了一纸毫无意义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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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工作只有真正地深入到一线当中才能塑造出符合当前实际要求的会计技

能，才能与时俱进地向学生传授切实可用的会计技能，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会

计知识和技能的积极性。一张资格证书是断然无法在本质上提高双师型教师的职业

技能，充其量是扩展了原有的知识范围。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的“双师型”教师团队不仅存在数量上不达标的问题，还存

在质量上实力不足的现状。如此看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

的培养水平较低，不足以支撑会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计划，这一问题对于会计显得

尤为严重，因为财务部门是一个企业的重要部门，它不仅容不得一丝一点差错的工

作， 更是为企业的管理层提供着决策和管理的基本依据信息，因此吕梁市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不仅有着较大的战略意义，还有着强烈

的现实迫切性。

3.1.3“双师型”教师职业技能分布单一

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59%的教师仅具备初级的财

务水平，这就说明大部分的会计“双师型”教师也许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但是职

业能力一般。教学能力是手段，职业能力才是内容，有着很好的方法，却没有有效

的内容，这就注定不会有有效的教学效果。只有高超的教学能力与纯熟的职业能力

融合才是“双师型”教师的本质面貌，因此进一步提高吕梁市会计“双师型”教师

团队的水平是迫在眉睫的现实。

80%左右的会计“双师型”教师的会计能力都分布在狭义的“会计”上，而广

义“会计”所包含的税务、资产评估和审计等能力分布不足。目前在吕梁市各职业

院校会计还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大多学校开立的课程只是会计的基础课程，与管

理会计相关的根本没有开设，更别提与实践相联系。教师团队也很多是从历史、政

治等专业转型过来的教师，在几年的教学积累得了浅薄的教学经验，但是真正的专

业素养有待考证。“双师型”会计教师团队在能力上的单一性会进一步影响培养方

案和课程设置上的丰富性，更深远地影响会计人才培养的就业方向，这与双师型人

才团队的建立初衷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理念不相符。

3.1.4“双师型”教师评聘积极性差

“双师型”教师概念界定等基础理论架构和“双师型”教师在培训、培养和激

励等管理机制上分析了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水平

落后的主要原因。本着“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本质”的理念，论文中还发现，不

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自身的“双师型”培养理念存在问题，这也是影响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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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学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重要原因。

中职校大多数的会计教师将“双师型”教师看做是一个升职加薪的渠道，使得

“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充满了功利性。目前来说学校为了激励教师转变为“双

师型”教师，而给予了这些教师更好的待遇，这变成了教师为了得到这些所谓的待

遇，将其变成了一个形式化的过程，教师形式化，学校也为了完成山西省 2020年

“双师型”教师达到 60%的可能，更是将其形式化。尽管恰当的、适当的薪酬待遇

是尊重劳动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和前提条件，但也不能将“双师型”教师的评定

完全看成为一个“上职称”或“加薪水”的条件或阶梯，这既是违背了双师型教师

培养的初衷，同时也违背了“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等职业道德标准。

中职校部分会计教师认为是否获取“双师型”称号是自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

自己有权不去按照这一标准要求自己。事实上，自己作为职业类院校的教师，有义

务和责任提高自己的职业教育能力，这不仅是自己努力进步的表现，更是作为一名

职业教师应尽的义务，不是自己不“慕名”不“逐利”就可以不去按照“双师型”

标准要求自己。在现在重技术、重能力的社会中，要更好的做好一位称职的会计教

师，就有义务去更好的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而中职的专业教师应该更清楚的知道

自己与文化课教师的区别，并不是简单的教学而已。

3.1.5“双师型”教师教学风格未落实

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在教学中依然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去教学，并没有

评聘为“双师型”教师后开展新型的教学模式，这就导致哪怕是前述四个问题都得

以解决也是枉然。在当前的形势下，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培

养无需多探讨即可知这更多的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仅仅是对国家政策和上级命

令的一种交差式应对，只是评聘了一批具备“双师型”教师资格的原有会计教师，

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中等职业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只是一

个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学校的教学要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基

本理念，切实把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作为教学的目标，切实发挥评聘为“双师型”教

师的会计教师的教学能力并将其转化为教学的实效，只有这样，培养一支专业有效

的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才有其价值和必要，否则总是“养兵”却“不用兵”的

培养终将成为拖累学校正常发展的累赘。

中职校“双师型”会计教师团队的培养主要的问题是：“双师型”教师比例不

达标，相互之间的协作水平较低；“双师型”教师质量不高，实践工作经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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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教师水平深度不够，职业技能单一；教师认识粗浅，“双师型”准入评

聘自觉性不高；执行不到位，未形成新型有效的“双师型”教育型式。这些问题显

著地影响着吕梁市职业人才的培养，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或深

或浅、或宏观或微观、或全面或局部地影响着吕梁市会计人才的培养，因此解决上

述问题是实现人才强化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条件，是提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培养水平的重要途径。

再深入地分析总结，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会计教师团队在职业技能上表现

出水平不高和类型单一的综合性问题关键在于：“双师型”会计教师的一线职业经

验有限，因为教师本职的教学能力是其已有的技能，职业技能的能力却是缺失的。

如果“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只是从统计结果或者粗略比例上得到提升，本质上仅

仅是一个交差了事的政绩工程罢了。真正的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不是多

几名持有职业资格证的教师，而是提高会计教师的职业技能，从而提高教学的现实

实用性，因此吕梁市中职学校“双师型”会计教师团队的培养要注重职业技能深度

和广度上的提高和优化。此外还存在着相关管理机构和学校不重视“双师型”团队

培养和培养思路不明确等问题。

3.2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的归因分析

3.2.1教育部门不重视，缺乏有效指导

教育部门不重视是导致培养水平较低的根本性原因，直接造成了“力量薄弱，

教师间缺乏写作”这一最显著问题。顶层设计的合理与否关系着整个吕梁市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可行性与高度。吕梁市教育部门尤其是

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开设会计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没有把“双师型”教师团队

的培养放在应对新形势下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源差、就业难”等棘手现实问题

解决的核心位置和关键手段上，更多地把“双师型”团队的培养当做优化教师结构

的工程，这当中存在着本末倒置的问题。

教育部门一方面没有出台完善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指导意见和实施要

求的公文文件，在顶层设计上的失位注定会导致实施部门和职业学校在进行“双师

型”教师团队的培养过程中缺少目标意识和规划意识，远期没有目标近期没有规划

会计“双师型”团队培养就演化成为一个静态的考核指标，而不是落实在教育中的

改革过程；职业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培养的组织和方案，

这一工程不是一个教师、一个教研室或者一个学校去完成的教学特色，而是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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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规划的系统性工程，这需要主管部门从人事管理、培养方案和培养条件予

以支持和组织，否则各家学校各自为阵注定无法完成这个时代性工程。

吕梁市开设会计的中职学校也没有把“双师型”培养放在重要位置，没有从评

定标准、培训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合理的设计，这就使得

“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变成一个“教师申请、学校审批”的资格证考核过程，变

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开展“双

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2.2缺乏实践提升机会

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存在的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管未

被评为“双师型”的教师还是已经评为“双师型”的教师，缺乏一线工作经验是普

遍线性，这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教师们缺乏有效的实践提升机会。

中职校并没有对会计教师进行周期性和规律性地培养和培训。学校仅仅用“是

否具备教师资格证和会计类专业资格证”这一粗放的标准评定完“双师型”教师后

就不再对其进行有效的培训和培养，这极易导致后续的成长不足，随着时间的发展

双师型教师不仅不会随时领会会计的变革状态和社会需求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还会连仅有的一些会计职业技能也被遗忘和老化。会计这个专业又是一个比较特殊

的职业，随着国家的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变更，会计也在随时随刻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但是很多教师却还在原地沾沾自喜，变成了“井底之蛙”，固守陈规，一成不变。

该市开设会计的中等职业学校没有为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提供合理有效的

职业技能提升岗位。这就导致相关教师在实操经验上非常缺乏，没有真正深入到一

线岗位上完成相关工作就无法对职业要求、职业技术和职业技巧等方面形成形象

性、经验式的认识，这样的“双师型”教师也只是多了一个头衔，无法从根本上提

升自己的职业教育水平，这也正是制约吕梁市中职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

养的关键原因。

3.2.3评定标准不规范

会计教师所具有的学识深度不够，所具有的职业技能很片面，很多教师拿手的

只是最基本的《基础会计》，却仍然可以评定为“双师型”教师，造成这样问题出

现的首要原因是评定标准不规范，最终导致培养水平较低。纵观各个培养问题其本

质都是缺乏一个规范的、统一的和符合现实要求的会计“双师型”教师评定标准，

正是会计“双师型”教师评定标准不统一导致每个学校的会计教师的双师型教师的

水平不一，从而导致“双师型”教师中的人员鱼目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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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校将“双师型”概念偷换为“双证型”教师。尽管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和会计类资格证书能一定程度上说明持证人可能在两个要求上有所建树，但是客观

地讲兼有两个证件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教师资格证是一个上岗证，是每个教师

必备的，而会计从业资格证在国内经过培训班一个多月的培训就可以通过这个考

试，取得相关的考试证书，这就导致很多教师可以很轻松地认定为双师型教师，认

证的难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双师型”称号的含金量，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双师型教

师团队的水平，还进一步导致很多教师对该称号的重视程度降低。

中等职业学校并没有进一步区分“双师型”教师的等级和水平。在目前吕梁市

的所有学校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对“双师型”教师的等级和水平进行细分，并且做出

相关的制度规定的，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会计“双师型”教师缺乏进一步成长和进步

的途径和标准，使得大部分“双师型”教师一旦成为“双师型”教师后便原地踏步，

起点即是终点，认为取得了，我就是符合国家的要求和教学的要求了，使得“双师

型”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导致了会计“双师型”教师缺乏区分比较

标准，使得“双师型”称号失去了应有的含金量，也使得进一步的奖惩激励制度难

以分层有效开展。

各学校几乎所有没有根据本校实际需要和社会实际需求划分会计“双师型”教

师的类型。“双师型”教师究其根本是为了解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才培养问题和

为了丰富我国会计人才的储备力量，所以“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应该反映当地

的实际要求，要体现本校的会计教学实际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培养性作

用，否则再高级的水平都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3.2.4学校激励机制不明确

中职校“双师型”会计教师的培养需要明确的激励机制，没有明确的激励机制，

教师们就没有评聘的积极性，有效的强化措施和激励制度是众多会计教师加入到

“双师型”团队中的必要条件。

学校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很多教师反映“双师型”教师在个人报酬等方面并

没有明显的差别，甚至就根本没有差别，当“双师型”教师在各种荣誉和报酬等方

面的激励机制上没有区别于普通教师，这就不难想象，双师型教师的自我认同感也

会随之下降。慢慢的大家就会觉得“双师型”教师就跟语文教师，数学教师是一样

的称谓，只不过因为你是专业课教师，所以有了一个好听的称号。

教师们对“双师型”教师的认可度有限，没有从根本上提高教师成为“双师型”

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很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教师并不成为“双师型”教师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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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豪，甚至会把愿意成为“双师型”教师的动机功利化，这就使得“双师型”教

师的评聘成为一种急功好利的表现，这对于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会计教

师的评聘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应该在保障会计“双师型”教师应得报酬的基础上

着力提升成为“双师型”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不断提高自身“双师”水平的职业能

动性。

3.2.5学校管理机制不健全

“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和交差了事的政绩工程，这是一件随

着社会需求变化不断变革、随着学校发展不断变革和随着教师团队组成不断变革的

长期命题，这就需要学校以及相关的部门健全细化与之相关的体制。

当前开设会计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没有对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进行相应

的管理制度。如果“双师型”教师仅仅是作为一个一次性考取获得的头衔一旦具备

不再取消，一旦具备不再进行管理和考核，这就极易导致会计的“双师型”教师不

思进取，这支团队也只能演变为一个与普通教师无差异的教师团队。一套完整的会

计“双师型”教师管理规范和制度是保障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

队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吕梁市开设会计的中等职业学校没有制定完善的“双师型”教师授课及考核标

准。“双师型”的会计教师依然按照原有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如此一来无论

是教师方面还是学生方面都感知不到“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必要性，这一工程

的实施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专业教师即使自己发生了教学模式的改变，但是

学校并没有进行相关考核，使得最终也就被大众化了。而且没有组建会计专业“双

师型”教师的教研团队或职业团队，这也使评聘为“双师型”教师的中职校会计教

师也只是单打独斗，没有真正把职场场景和教学场景有效统一，没有真正把职业技

能和学习技能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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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吕梁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的建议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提出切实可行建议是其开展的主要

目标和终极意义，前述三章内容集中调查了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双师型”

教师团队培养的现状，并提出和分析了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本章将结合

调查研究的结果和相关文献的分析提出一套从会计类“双师型”教师的评定到管理

的培养体系，借此对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类“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提供理

论指导，从而提高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技能培养水平。

4.1建立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组织体系

4.1.1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校企合作

“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双岗型教师团队的培养上来，这一方

面保证“双师型”教师有一个稳定的技能提升平台，另一方面也是多元化提高教师

薪酬待遇的有效措施。中职校的会计类要逐步放开专业教师走进校外职场的限制条

件。会计行业变革是“随风潜入夜”式的渐进变化，需要在一线工作岗位的持续性

和深入性地实践才能理解新变革、吃透新政策和应对新挑战。因此，让会计教师走

进企业公司才能以更全面且深入地使其职业技能及教学内容更加符合企业要求。

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与企业公司进行合作，建立一批“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合

作基地。会计行业本身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该工作涉及到了企业最核心的秘密（成

本、利润、货源和销路等），因此以往的一些校企合作探索仅限于业务交流式地合

作，形如派遣实习生、开展学术交流等，并没有让学校的教师深入到企业的财务工

作当中。如此可见只有学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适合会计类“双

师型”教师发展的平台，而事实上跟着全国“双创”工作的逐步成熟发展，一大批

的小微企业涌现，出现了大量的会计工作需求，一方面校企合作可以有效提升会计

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解决小微企业的财务工作需

求，这样可以让彼此双赢。

4.1.2组建专业团队，加强教师协作

教育部门不只是发文件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基于中职学校会计类“双师型”教

师团队培养的目标而实施务实性策略，因此要本着务实精神和问题解决精神加强中

等职业学校会计类“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协作力。

职业教育部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在组织上的优势，先试点后推广，树典型立

模范，优选几位优秀的会计专业的“双师型”教师，组建一个协作精神良好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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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型”团队，为她们提供研究、教学和实践便利，最终形成实验性成果，为后续的

会计团队培养树立榜样模范。这是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团队培

养的必要探索和有效途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充分重视这一措施在整个工程中的重

大作用。当这支团队取得相关工作成效后，指导各中等职业学校的会计教师组建各

具特色、切实实用的“双师型”教师团队。中等职业学校根据本学校的会计属性、

当地的实际需求、教师团队的特点和教学模式组建符合市场需求和学校需求的会计

“双师型”教师团队，从团队组织形式、教学教研会议、实践活动和反思等方面全

面打造一支融合职业特点和教学特点的“双师型”教师团队。

4.2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实践体系

4.2.1健全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分类实践

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职业技能分布狭隘，这就需要重视职业技能

的分类培养。学校要主动为会计专业的“双师型”教学人员创造职业技能实训机遇，

争取可以做到在两年中至少有 2个月会计教师可以去企业中真正的定岗上班，尤其

是要根据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补全某一职业技能上的短板或空白，建立“全科目，

大会计”的“双师型”团队培训制度，为各类会计岗位培养实用性技能人才。同时，

中职校应该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方式。会计专业“双师型”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课程类

培训要本着有效提升和经济节约的双重原则开展，不能因“双师型”人才培养的经

费问题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可以通过网络培训课程、教研室内部研讨和校企合作交

流等方式建立常态化、多元化的培训方式体系。

4.2.2打通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路径

会计“双师型”团队的培养是着眼于“全科目、大会计”的目标开展，涉及的

实践途径是提升团队培养质量的基本策略，与此同时还必须丰富“双师型”教学人

员的实战经验。

实践路径的拓展可以通过培训和教研提高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会计

教师的技能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让“双师型”教师拥有解决现实财会问题的能力，

这就需要把这些会计类“双师型”教师推向一线接受现实的检验。相关途径可以让

会计“双师型”教师在本校的财务部门开展指导性、协助性工作；可以通过校企合

作的方式为教师们提供服务企业的机会；也可以以学校推荐的形式为社会和企业提

供本校的会计“双师型”教师资源，借此获得丰富的会计类实践机会。因此比拓宽

“双师型”会计教师的实践途径更重要的是提炼会计“双师型”教师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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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考核会计“双师型”教师的实践笔记；开展

“双师型”教师的实践交流会；鼓励依据实践经验出版经验式专著和校本教材。

4.3建立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评定体系

“双师型”会计教师存在着职业技能分布单一，导致当前的培养存在着“深度

不够，职业技能分布单一”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评价标准不规范。

本研究认为这需要从明确界定标准和完善评定机制两方面入手予以解决。

4.3.1明确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界定标准

规范化和统一化“双师型”会计教师的界定标准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是解决

后续所有问题的前提性要求。结合调查结果和研究分析，本论文认为“双师型”会

计教师的标准应该着眼实际、规范明确。

“双师型”会计教师确实应具备教学能力之外的职业技术能力，而不只是拥有

除了“教师资格证”之外的会计类资格证。无需赘言，“双证型”教师绝不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真正的“双师型”会计教师即要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掌握整个课堂的教

学还能切实胜任企事业财会类工作。会计、出纳、资产评估、审计和财务管理等职

业技能才是一个会计“双师型”中职教师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普通中职会计教师

的特殊性表现。中职的老师应将教学能力和职业能力有效融合。“双”并不是一个

加法运算，而是一个乘法运算，需要真正把二者相互融合，割裂为两个能力分而治

之，实际上不仅不会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反而只是机械地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只有将自己所具备的财会职业技能通过教学转化为学生的职业技能才是一个“双师

型”教师应有的表现。

“双师型”会计老师应是拥有全科基础上的专业特长的老师。会计工作具有着

内部的系统性特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流水线工作，尽管从事的具体岗位有区分，

但是必须基于对全盘工作有着大概性的综合了解才能做好自己的份内之责。单一科

目评价体系下的双师型教师较难解决实际问题，中等职业教学需要是一个“全科大

夫”基础的“专科大夫”，这就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会计教师必须能够在

全面了解各个会计科目的基础专门性地攻克某一会计岗位的任务和挑战，而不是像

以往的传统教学教授其中一门或者几门课程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敬业的教师。

4.3.2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评定机制

教师的评定体系有了准确统一和规范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概念仅是工

作的第一步，并不能直接改变当前的吕梁市中等职业校“双师型”会计老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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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问题，这些新的概念界定应该以一个切实可行和规范统一的方式执行下去，即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评定体系。“双师型”会计老师评定

程序必须规范，建立健全中等职业学校会计类“双师型”老师的评定规范制度和评

定程序是保证“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制度保障之一，也是提高会计“双师型”

老师学识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些制度规范要包括准入制度、周期考核制度和等

级晋升制度等等。

中职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团队的调查结果表明，应该明确其准入制度，

而不是像传统的教师招聘一样，笼统的为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等。会计教师并没有

明确的技能分类，或者也只有一个所带课程的备注，这不符合会计岗位门类繁多的

实际情况，应该基于实际岗位需求丰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职

业门类，构建一个“大会计”的中职“双师型”教师团队准入体系。

学校在明确了会计教师的准入制度后，还需建立会计“双师型”教师的长效考

核机制。现行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评定机制是一考定终身的

机制，在学校认定你是双师型教师之后，就没有任何相关的考核，这不利于对“双

师型”教师的管理，应该建立起一种长期考核和周期评定的机制，促进会计“双师

型”教师团队的成长。同时，对“双师型”会计教师进行等级划分，目前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缺乏分级制度也是导致已有的“双师型”教师进步动

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应该对已经具备会计“双师型”资格的教师团队进行进一步的

分级考核制度，促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成长，也为规范

相关的考核激励机制奠定基础。

4.4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激励体系

吕梁市的“双师型”教师“认识不深，评聘积极性差”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激励

机制不明确。本论文认为这需要从健全激励机制和改革激励方法两方面入手予以解

决。

4.4.1明确激励机制，焕发教师活力

中等职业学校要加强自身的会计类“双师型”教师的激励制度培养，激励制度

是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教师进行得失权衡利弊考量的最重要依据。建立明

确的激励机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从激励依据上，需要完善会计“双师型”

教师的激励细则。不仅要对符合“双师型”教师条件的教师予以准入后绩效提升或

待遇提升，更要对成为“双师型”教师后付出的特殊性劳动予以阶梯式奖励，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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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到在外从事一线财务工作也是教学内容之一，应肯定其工作正当性和必要

性，应计算其工作量并给予适当的报酬；另一方面从激励工具上，完善会计“双师

型”教师的激励内容。这些激励内容要涉及工资奖金等物质奖励，也要涉及荣誉地

位等精神奖励，建立健全一整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的考核激励

制度是促进会计教师积极评选“双师型”教师和提高自身职业能力的有效动力。具

体地，可以从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和职位晋升等方面考虑“双师型”教师的优先权。

4.4.2改革激励方法，提高激励效力

中职校明确激励制度只是提高会计教师评聘“双师型”教师资格的第一步或条

件之一，要想确保“双师型”教师团队充满活力地持续进步还必须科学化会计专业

“双师型”教师的激励方法。

首先，要保证激励制度的落实到位。当教师达到一定的工作要求之后，校方或

其他的承诺方应该即时、足量地予以奖励，这一点看似简单，但是这确实保证会计

教师充满活力地投入到“双师型”团队培养中来的最根本的动力，一个要求是“时

间”上的即时性，一个要求是“程度”上的足量性，如果奖金或福利不能按时按量

发放甚至还会起到负作用。

其次，科学化激励阶梯和层级。科学有效尤其是持续长效的激励机制必须基于

一个有层次、有阶梯的激励，“多劳多得”、“贡献越大奖励越大”和“边际效用

递减”等基本激励原则要贯彻在吕梁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

的激励方法之中，只有这样的激励才不会出现奖励脱敏和奖励不公平导致的激励效

用下降的现象。

4.5优化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管理体系

教师们的教学风格不改变，传统模式仍然在使用，主要原因是管理机制不完善，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丰富教师引进途径和创新教学模式两方面入手予以解决。

4.5.1丰富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引进途径

中等职业学校目前的“双师型”教师认定基本全部来自于已有的学校教师，这

一点无可厚非，不过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用人制度上的过分拘谨和保守，对于职业

教育而言，更多地强调职业人才的引进，因此要建立一套丰富的“双师型”老师的

引进体系。

学校在引入职业人才时，通过三个方面的途径：第一，对本校的会计老师进行

职业能力训练，这是会计“双师型”老师团队的主要准入途径。对于本校的会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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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其教学能力应该是可以放心的，但是其职业能力就要打一个问号了，作为校方，

不能被动地等待会计教师具备了职业能力后再加以评定，应该进行普遍性地培训使

其可以尽早具备“双师型”能力。目前很多院校都在进行本校教师职能化，例如青

岛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的重点专业是宝石加工及鉴定，从纯理论教学中渐渐发

现输送出去的学生根本无法在市场上立足，学生有的只是纸上谈兵，但是企业根本

不需要这样的劳动力。企业需要的可以进入到岗位后，直接上手去操作的员工，基

于这样的变化，学校也对本校的教师进行了转变，将本校的教师输送到相关专业的

企业进行实践培训，达到校企共研，培养出更符合教学的行业标准的人才方案，更

好的实现了培养“双师型”教师团队；第二，引进高校高学历人才，对其进行双岗

训练。不可回避的一点是，中职校的人才引进的主要途径是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高校毕业生有着前沿先进的理念与澎湃的精力，但是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这就要

求校方在双师型人才培养的指导下积极为高校人才提供双岗实习机会，从源头上解

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将德国的相关制度引入到高校中，既学习到基本的教学能力，

又同时学习到相关的工作经验，达到毕业后既有教学素养又有职业操作能力；第三，

对企业的优秀职业人才进行教学能力训练，创新会计“双师型”人才的引进途径。

不可否认，职业技能是实际工作中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而来的，相

对于学校教师，校外的企业优秀员工具备更加实用的职业技能，但是缺乏教学能力，

这就要求人才的引进上注意其教学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盲目地进行企业人才的引

进。这样可以将企业的文化引进校园，更好的进行共同授课的培训，更好的进行教

加练的合体，搭建这样一个新型的平台，运行一个更适应的新机制，真正的达到产

教融合。

4.5.2创新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教学模式

首先，完善学校的教学基础设施。高水平的教师团队是提高吕梁市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会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的软件条件，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教学功

效，就需要校方为会计“双师型”教师开展新型教学提供会计电算化教室、财会账

务平台和金融管理平台等开展体验式参与式教学的必要教学设施和设备。否则“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强大的“双师型”会计教师也无法将自己的所学完全传授给

学生。

其次，充分尊重会计“双师型”老师团队开展教学实验和教学改革的自主权和

决定权。培养“双师型”会计教师团队的直接目的就是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一方

面符合实际工作岗位中分工合作的现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集中团队的力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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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的符合实际要求的技能型教学体系和模式，必须把“双师型”团队的培养转

变为教学模式及教学成效的培养，最终借助于会计类“双师型”老师团队的培养实

现会计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会计就业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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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等职业教育区别于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层次教育，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培养

一批操作技术突出的应用型人才；区别于高等职业院校教育，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明显不同是培养一批上手快的技术辅助型人才。尤其是会计是一个实操性特别显著

的专业，这就要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积极培养一支能担重任、堪为实效的“双师型”

教师团队。

本论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总结了吕梁市中等职业学校会计类“双师型”

教师团队培养的现状，着重提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力量薄弱，缺乏教师间的

协作；质量不高，缺乏一线职业经验；深度不够，职业技能分布单一；认识不深，

“双师”评聘积极性差；执行不力，“双师”教学风格未落实。针对现状调查发现

的问题，并依据问题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本研究提出了多元化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系统性、有效性和持续性策略：建立会计专业“双

师型”教师的组织体系，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实践体系，建立会计专业

“双师型”教师的评定体系，完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激励体系，优化会计

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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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调查问卷

尊敬的教师：

您好！我是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研究生，目前正在以山西省吕梁市中等职

业学校为例开展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调查研究，该研究旨在提高会计教

师的教学效果，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此问卷将会花费您大约 10分钟的

时间，请您依据真实情况作答，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开展以保障您的隐私，并且问

卷结果不作为工作考核等非研究用途。

一、个人信息

1. 您的性别是

A. 男 B. 女

2. 您的年龄区间是

A. 35岁以下 B. 36-45岁

C. 46-60岁 D. 60岁以上

3. 您的学历层次是

A. 研究生 B. 大学本科

C. 大学专科 D. 大学以下

4. 您的所在学校名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双师状况

5. 您成为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已经多久了？

A. 1-3年 B. 3-5年

C. 5-10年 D. 10年以上

6. 您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是下列哪种类型？

A. 双证型 B. 双岗型

C. 复合型

7. 您的拥有下列哪些会计资格证？（可多选）

A. 会计从业资格证 B. 初级会计师

C. 中级会计师 D. 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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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册税务师 F. 资产评估师

G. 审计师 H.其他_______

I. 无

8. 您在校外从事何种类型的会计工作？

A. 企业公司兼职会计 B. 会计事务所会计师

C. 会计类培训班讲师 D. 无

9. 您认为自己的“双师型”水平

A. 优秀 B. 优良

C. 及格 D. 不及格

10. 您所在学校对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有

A. 良好的培训提升体系 B. 明显的薪酬待遇提升

C. 严格的考核评价体系 D. 不重视

11. 您认为当前的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A. 缺乏一线从事财务工作经验 B. 考评指标不规范统一

C. 部分教师偏重校外兼职业务 D. 缺乏良好的管理机制

12. 培养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最重要的是

A. 丰富人才引进与培养途径 B. 提高双师型教师待遇

C.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平台 D. 规范双师型教师考评

谢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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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访谈提纲（双师型版）

您好，我是山西大学的一名在职研究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这

次访谈主要是了解您对会计专业“双师型”老师的认识，您认为在您所在的学校关

于“双师型”老师有哪些问题及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1、介绍一下您的“双师型”基本情况。

2、您选择成为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基本动机是什么？

3、作为一名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您的教学与非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

教学存在什么区别？

4、您在校外从事会计工作的相关情况。

5、您所在的学校对双师型教师的态度及待遇如何？

6、您认为当前的会计“双师型”教师存在什么问题？

7、您认为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8、您认为进一步培养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从哪些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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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校会计“双师型”教师访谈提纲（非双师型版）

您好，我是山西大学的一名在职研究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这

次访谈主要是了解您对会计专业“双师型”老师的认识，您认为在您所在的学校关

于“双师型”老师有哪些问题及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1、请您谈谈您没有成为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原因。

2、您认为自己和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存在哪些区别？

3、您认为培养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有必要吗？

4、您认为当前的会计“双师型”教师管理存在什么问题？

5、请您提几点会计“双师型”教师团队培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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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三年的学习时间飞逝而过，在这所悠久历史的知识殿堂中，让我深切的感受到

知识的积淀和文化的底蕴，感谢教育科学学院给我的这次提高自身素养的机会，借

此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成长的人。

首先，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孙杰教授。孙老师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

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严格要求我们，对本人影响

深远，尤其是孙老师曾说过“人有多大格局就成就多大的事”成为我的座右铭。感

谢孙老师在论文选题到论文的结构安排，从资料搜集到文字润饰，孙老师倾注了极

大的关怀和鼓励，在写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会认真的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倾

注了导师超多的心血。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亲爱的同学们，在三年的学习中，我们经历了酷暑的炎热，

也经历了寒冬的凛冽，在困难时大家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忙和热心的照顾，谢谢你们!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写论文期间，帮我一起问卷调查，往返与路途中，

没有丝毫怨言，陪伴我完成了三年的学业，谢谢你们为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给予巨

大的支持与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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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薛颖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石楼县

个人简历：

2001.9-2005.6 山西省石楼县石楼中学学习

2005.9-2009.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习

2009.9-至今 山西省石楼县职业中学任教

联系方式：

电话：15135457072
电子信箱：236251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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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

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

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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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

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

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

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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