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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双师型”教师
专业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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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的热点课题，其中专业能力评价体系直接起着导向和指引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对

“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进行评估，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体系。首先对“双师型”教师应具

有的专业能力和评价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双师型”教师应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化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方面的素质，

建立了包含 5个B级、16个C级指标的 3层结构体系。然后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建立的高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体系进

行了数学分析，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值，为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评价和认定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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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Double-Posi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Evalua⁃
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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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double-position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hot research topic at presen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double-posi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order to better evaluate the pro⁃
fessional ability of double-position teachers' the paper designs a professional 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double-
position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irstly，the paper analyses teach⁃
ers'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evaluation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in
teaching，researching，social serving，internationalizing and practicing. Then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three-layered
evaluating structure with 5 B level indicators and 16 C level indicators，which has under gone mathematical analysis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each indicator. This study can provide new thoughts and
method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Keywords: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double-position teachers；evaluation system；professional ability

随着“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等

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国家对于创新

型技能人才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技能型人才的培

养，离不开“双师型”教师的储备。2019年 2月国务

院颁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 9

月教育部等 4部门印发了《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均将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和目标［1-2］。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培养符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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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内在要求和本

质属性，也是构建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专业

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相对接的关键和核心。当前，“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也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研究

者专注于个体或团队发展的宏观策略和路径，为

“双师型”教师建设提出了很好思路和策略［3-6］。但

是，由于专业、行业、地域和高校特点等多方面因素

影响，对于如何量化评价和衡量“双师型”教师的专

业能力水平，在具体实施中多由各个高校根据自身

的情况和现状确定［7-8］。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立对

于教师的发展和方向起着直接的引导和导向作用，

为了更好地加快“双师型”教师建设成效，建立系统

的“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体系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

1“双师型”教师能力内涵需求

实际中，大家较为认可的“双师型”教师的能力

内涵在于教师既有教书育人的能力和素质，同时又

具备在行业企业工作的技能和素质［9-10］。应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专业理论水平、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企业实践能力和生产技术应用

推广能力等。但是上述的“水平、能力”等词语都属

于比较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来进行统

一鉴定，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结合学校和专业特点进

行针对性建设，培养适合学校自身特点的“双师型”

教师队伍不是很容易把握，提高了实际操作中的

难度。

为了更好地建立“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

系统，首先需要确定组成“双师型”教师的若干要

素，从众多要素中找出影响教师能力的关键指标，

并将这些要素反映在具体的评价体系上面。

作为高校教师，广泛认为教学和科研是基本的

职责。作为教师不仅仅要进行传统的学术性教学

传授，还要传递生产经验、技术技能、职业素养等方

面的内容，不断关注相关产业的新进展、新技术和

新技能，加强对于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思维的

培育和培养，满足行业企业对于中高端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

在科研活动中，教师不仅仅关注科研工作本

身，还需要注重科研的教育性和可应用性，通过教

学研究改革、技术应用研发和服务、行业技术及流

程改进和完善等科研工作，及时让学生掌握了解行

业内相关企业技术、技能的最新成果，引导学生到

产业一线实际学习。

社会服务能力不仅是教师自身发展的内在需

要，也是国家加快企业现代化建设和提升核心竞争

力的客观要求。随着“新工科”“应用型本科”等国

家战略和政策的引导，高校教师通过社会服务将所

学知识和优势与当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做好校

企对接，解决企事业单位的实际需求，对于提高教

师素质、能力和增强当地企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教师的社会服务可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有利于调整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

业设置，是实现教育发展和经济建设双向推进的有

效方式。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

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

高校需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

近年来，中外高校间广泛开展了教师互访研修、学

术科研合作、学生联合培养和双语课程开发等全方

位多形式的合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一流

国际化高等教育需求”已经成为高校的使命和责

任，为了适应新时期教育“走出去”“引进来”的要

求，“双师型”教师的国际化能力也是需要考虑的因

素之一。

随着“新工科”概念的提出，高校教育的目标转

向培养实用型、应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的学生，很

多高校采用实际化、项目化、案例化的课程讲授形

式，对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实践动手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实践技

能水平，故实践动手能力也是“双师型”教师应具有

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2“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系统的构建

“双师型”教师属于复合型人才，在其能力需求

结构的多个维度上体现出综合性需求。在进行专

业能力评价时评价内容和具体的指标很多，很难按

照传统的、对每个指标采用具体数值的“量化”形

式。为了更好地对“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进行准

确评价，减少人为评定时造成的偏差，应搭建系统、

完整、全面和科学性的“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

体系，不仅能够系统地评价教师的综合能力，还要

体现所涵盖的内容的广泛性，而且要通过科学的方

式来体现该评价体系的有效、便捷和可改进完善的

功能。

2.1 设计思路

首先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确定“双

师型”教师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主要包括：教

学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国际化水平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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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动手能力。基于“双师型”教师应具有的能力内

容构建评价体系层次和结构模型，确定主要的评价

指标和标准。

随后通过层次分析法构造判定矩阵，按照各项

指标的重要程度排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

各个指标的权重，形成高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

评价系统。

2.2 评价指标的设计和选取

通过评定，确定了基于指标的层次和基本结

构。将“双师型”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分为 5个方面，

分别为 B1教学能力、B2科研能力、B3社会服务能

力、B4国际化合作能力和 B5实践动手能力。每个

方面都包含具体的评价指标，从而构成了包含 5个
B级指标和 16个 C级指标的 3层结构层次，如图 1
所示。

确定具体的评价指标是构建“双师型”教师评

价系统和设置各个标准、指标权重的基础。由于高

校教师岗位的不同，工作着重点不同，有些学校还

根据教师职责不同，分为“教学岗”“科研岗”“行政

岗”“实验岗”等不同岗位。通过该系统，可根据岗

位不同，调整和修正参与评价的指标和标准，从而

可用于不同岗位的教师进行“双师型”专业能力评

价工作。

2.3 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处理复杂问题的决策分析

方法，该方法将复杂问题分解为递阶层次，并有效

地分析各递阶层次之间的非序列问题，从而对多目

标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决策分析［11］。
首先，根据专业知识、经验积累和专家评定的

方式对“双师型”教师各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

度进行决策，从而确定体系中每个指标的权重，然

后再通过权重值排序，根据每个教师的实际情况进

行决策，最终确定教师的“双师型”教师评价值。

为了尽可能对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

排除由于个人认知的局限性造成的结果偏差和影

响，采用 Saaty的 1-9标度法构建了判断矩阵。根据

专业知识、经验积累和专家评定的方式利用九标度

法对同一层的 2个指标之间重要性进行判断，得到

判定矩阵。表 1给出了基于 Saaty标度法得到“B1教
学能力”准则层下方案层的 4个指标之间的重要性

判定矩阵U = (uij) n × n。其中 uij表示因素 i和因素 j之

间的重要度之比。由于“B1教学能力”下包含 4个
指标，故此处n=4。

具体的权重值计算过程如下［11-12］。
第一步，按照式（1）计算“B1教学能力”评价指

标判定矩阵每行因子的乘积Mi。

Mi =∏
j = 1

n

uij （1）
得 到 M1 = 1 × 4 × 13 × 3 = 4，M2 = 14 × 1 ×

1
5 ×

1
2 =

1
40，M3 = 3 × 5 × 1 × 4 = 60，M4 = 13 × 2 ×

1
4 × 1 =

1
6。

第二步，基于第一步得到的Mi值按照式（2）计

算其n次方根，其中n为判定矩阵的维数。

图1 “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系统结构

表1 4个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判定矩阵

B1
C1
C2
C3
C4

C1
1
1/4
3
1/3

C2
4
1
5
2

C3
1/3
1/5
1
1/4

C4
3
1/2
4
1

权重值

0.27
0.08
0.53
0.12

注：B1：教学能力，C1：教学设计；C2：教学资源开发；C3：教
学效果和教学反馈；C4：信息化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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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 Mi
n （2）

得到
------W1 = 1.41，------W2 = 0.4，------W3 = 2.78，------W4 = 0.64。

第三步，按照式（3）对
-Wi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到“B1教学能力”下四个指标的权重值。

Wi =-Wi ∑i = 1
n -Wi ( i = 1，2⋯) （3）

最终得到“B1教师能力”下四个指标的权重值，

分别为“C1教学设计”的权重W1 = 0.27，“C2教学资

源开发能力”的权重W2 = 0.08，“C3 教学效果和学

生反馈”的权重W3 = 0.53，“C4信息化教学能力”的

权重W4 = 0.12。
为了判断建立的判定矩阵是否具有思维的逻

辑一致性，需进行一致性检验。

首先计算判定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值，按式（4）
计算。

λmax = 1n∑i = 1
n ∑j = 1

n uij × Wi

Wi
（4）

式中：

∑
i = 1

n

uij × wi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ú

ú

ú

ú1 4
1
4 1

1
3 3
1
5

1
2

3 5
1
3 2

1 4
1
4 1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0.27
0.08
0.53
0.12

=

(1.127，0.314，2.22，0.57) T
按式（4）得

λmax = 1.127
4 × 0.27 +

0.314
4 × 0.08 +

2.22
4 × 0.53 +

0.57
4 × 0.12 =

4.115 （5）
按式（5）计算得到满意一致性比率CR。

CR = λmax - n
( )n - 1 RI （6）

根据指标数量 n选择不同的RI值，如表 2所示，

得到 CR = 4.1125 - 4
( )4 - 1 × 0.9 = 0.043<0.1。说明构建的

判定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此种方法确定的

“B1教学能力”下各指标的权重向量Wi符合要求，指

标的权重计算结果可靠有效。

2.4“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系统权重值

通过相同的方法可得到“B2科研能力”“B3社
会服务能力”“B4国际化合作”“B5实践能力”下各

指标和B层指标之间的判定矩阵和计算得到的权重

值，如表3~4所示。

3 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的各指标权重值，可以为“双师

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导向和引导效果。

从B级指标的权重值可以看出，对于高校“双师型”

教师而言，教学和科研作为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

得到了广泛认可，仍然是衡量教师能力的主要参数

和指标。而对于国际化合作能力要求较低，主要是

由于很多高校国际合作基础薄弱，对国际化重视程

度不够，教师参与国际合作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发。

随着学校的内涵建设发展，国际化的重要程度和需

求应会得到显著提升。

表2 指标数量n对应RI值
n

RI
1
0
2
0

3
0.58

4
0.90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10
1.49

注：n为指标数量；RI为平均一致性指标。

表3 B层指标之间的判定矩阵和计算后权重值

C1
C2
C3

权重值

科研能力(B2)
C1
1
1/2
3

0.318

C2
2
1
4

0.559

C3
1/3
1/4
1

0.123

社会服务能力(B3)
C1
1
1/2
2

0.311

C2
2
1
2

0.493

C3
1/2
1/2
1

0.196

国际化能力(B4)
C1
1
1/4
3

0.247

C2
4
1
3

0.622

C3
1/3
1/3
1

0.131

实践动手能力(B5)
C1
1
1/4
1/2
0.247

C2
4
1
3

0.622

C3
1/2
1/3
1

0.131
表4 A“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评价系统的判定矩阵

和权重值

A
B1
B2
B3
B4
B5

B1
1
1
1/3
1/5
1/4

B2
1
1
1/2
1/4
1/5

B3
3
2
1
1/3
1/2

B4
5
4
3
1
2

B5
4
5
2
1/2
1

权重值

0.36
0.33
0.16
0.0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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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级指标来看，对于“B1教学能力”下的 4个
指标，其中最受关注的是“C3教学效果和学生反

馈”，说明在教学方面“结果导向”已经得到认可。

作为教师，教书育人是最重要的职责，教学工作主

要是围绕服务学生，提升学生能力为目标。对于

“B2科研能力”下的四个指标，“C2科研项目课题”

权重最大，而不是传统的“C1科研成果水平”。说明

“重结论”“重成果”的思维方式已有所改变，也符合

当前的“破五唯”要求。科研工作具有周期长、跨度

大的特点，应更关注“过程导向”。“B3社会服务能

力”“C2社会培训能力”最受关注。“新工科”背景下，

对地方高校提出了实用型、应用型要求，通过社会

培训这一最直观、影响广泛的方式，可服务地方、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增加高校在区域内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从“B4国际化合作能力”可知，当前高校

主要通过国际合作项目为契机开展国际化工作，相

信后期随着国际化工作的深入，国际课程的开发工

作权重会有所提升。对于“B5实践动手能力”，通过

校企合作、校地融合进行企业实践和锻炼仍然是提

升高校教师自身实践能力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4 结论

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适应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部分。

作为“双师型”教师，应具备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社

会服务能力、国际化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等方面的

能力和素养。采用层次法建立了高校“双师型”教

师专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了包括 5个 B级指标和

16个C级指标的层次和结构，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

了每个指标的权重，并通过一致性检验，从而可根

据每个教师的实际情况确定其“双师型”教师评价

值。经过实验验证，该方法灵活、可操作性强，为高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评价和认定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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