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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平台的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状态分析

王 波

(成阳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咸阳712000)

摘要：数据平台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的数据化呈现。从数据平台中筛选相关字段，

构建师资队伍状态量化关系，观察量的变化趋势，分析师资队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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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以下简称数据平台)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

估新方案的一大亮点。2008年以来，数据平台经过

四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高职院校的科学管理工具

和深化内涵建设的引导平台。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

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有效整合，把孤立的“数据”

转化成具有价值的“信息”，用数据支持决策。

师资队伍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新方案

的主要评估指标之一。它的两个关键外延“专任教

师”和“兼职教师”与数据平台数据表6相对应。在

数据平台内部，师资队伍基本情况数据与其他办学状

态数据相关联，师资队伍状态得到了全鼠化的呈现。

l 数据的形态及处理办法
在数据平台内部，关于师资队伍的数据主要表

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数据平台数据表6中，四类教师

的基本信息、教学任务、职业能力等数据用10张数

据表进行量化描述。二是数据平台数据表7中，课

程教学方面的数据与数据平台数据表6数据相关

联。三是数据平台其他数据表中，有关于师资建设

经费、教研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非结构性数据。

数据处理的办法：一是数据池为我院200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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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三年数据平台采集的数据。从数据平台筛

选有关字段，构成师资队伍状态量化关系，观察量的

变化态势，从纵横两个维度上进行比较分析。二是

由于数据平台版本不断升级，为方便统计起见，个别

数据采用取众数或均值的方法。三是为确保数据的

科学合理，多数数据采用近三年均值，表述为“近三

年”。四是对于个别明显不匹配的数据，进行了校

正和剔除。

现行的数据平台单机版由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开

发，采用了Excel文件和VBA技术，统计时段内的

数据分析，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数据可以利用数据平

台的汇总功能统计，其他指标数据可利用Excel的

函数功能，筛选相关字段进行统计。

2师资队伍情况分析
2．1三项指标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

发[2004]2号)中涉及师资队伍三项指标：生师比

(22限制招生，18合格)；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

任教师的比例(％)(5限制招生，15合格)；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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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20合格)。这

三项指标数据，直接从数据平台中状态数据汇总表

得到。某院近三年三项指标的情况如表l所示。
裹1师资队伍三项指标

如图1所示，近三年生师比均在合格范围内，师

资数量充足，能满足教学需要。随着招生规模的逐

年扩大，要积极调控，迸人教师序列的人数必须同比

例增长，确保生师比稳定在18以内。从数据平台上

看，专业之间有明显差异，特别是新办热门专业教师

数量严重不足，要从产学合作角度争取人才资源，增

加专业教师的数量。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平稳增

长，三年均显著高于合格指标。由于教师普遍重视学

历学位提高，从发展的角度看会一直保持在20以上。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增长较

快，但近三年均未达到合格标准。从数据平台年龄

结构分析，主要是由于整合前期中专学校职评停滞，

合并组建高职后政策变化，导致一部分人失去机会。

学院应争取有关部门放宽高职院校职评政策，并拓

宽这部分教师职评渠道，切实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

2．2四类教师的比例构成

如图l所示，近三年，全部教师中，校内专任教

师占65％，校内兼课教师占9％，校外兼职教师占

ll％，校外兼课教师占15％。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统计，2009年全国平均水平

为，全部教师中专任教师超过60％，校外兼职教师

约占20％，校内兼课和校外兼课教师约各占lO％。

校外兼职教师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要加大来

自企业一线技术人员的聘用力度，扩大校外兼职教

师的比例。

内专任教师
65％

图l 四类教师的比例构成

2．3校内专任教师的职称构成

有职称的专任教师总数逐年递增，高级和初级

职称教师数基本上同比递增，中级职称教师数基本

上停滞。由于政策原因，有一部分教师无法从初级

晋升到中级。近三年有职称的专任教师中，高级职

称教师占23％，中级职称教师占33％，初级职称教

师约占44％。全国平均水平为3：4：3，全国呈枣核

型，我院金字塔型，与全国水平有显著差异。要加快

职评步伐，改善职称结构。校内专任教师职称构成

如图2所示。

总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图2校内专任教师职称构成

2．4双师素质校内专任教师数殛比例

近三年，校内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人数及

比例分别为：37、11．60％；65、20．57％；95、23。57％。

数量逐年直线上升，比例稳步增长。但从最好的

20lO年数据看，总水平只有全国水平的一半。全国

水平为46．7％。

2．5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比例

近三年，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比例

为28．8％，三年有显著差异，呈直线上升趋势。全

国平均水平为31．5％。与全国水平有明显差异，要

加大从企业引进人才的力度，鼓励教师开展多种形

式下企业锻炼活动。

2．6参加培训进修的专任教师数及比例、人均培训

进修天数

近三年，校内专任教师中参加培训、人数、比例、

人均培训天数分别为：49、6．51、6；58、5．44、9；60、

6．72、23。

参加培训进修人数、人均培训天数逐年增加，但

比例水平基本停滞。全国专任教师中有超过40％

的教师参加培训进修，人均培训超过30天。从最好

的2010年数据看，参加培训进修的专任教师比例、

人均培训天数与全国平均水平有显著差异。要建立

起教师培训进修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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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在专任教师中的比例

20lO年数据平台显示，校内专任教师403人，

专业带头人20人，骨干教师46人，分别在专任教师

中的比例为4．96％和11．41％。全国平均水平为专

业带头人约占lO％，骨干教师约占30％。与全国平

均水平有显著差异，均达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

2．8 校外兼职教师占全部校外教师的比例，有职称

校外兼职教师比例

近三年，校外兼职教师占全部校外教师的比例

54％，校外兼职教师和校外兼课教师基本上各占一

半。有职称校外兼职教师比例50％，有职称校外兼

职教师职称结构为：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约各

占4成，初级职称教师约占2成。其职称结构的重

心明显高于专任教师。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

还可以选取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建设经费等

切人点，更加全面分析师资队伍状态。也可以在加

工出来的数据信息之间寻找新的量化关系，探索影

响师资队伍状态指标之间的制约关系。

3 结束语
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而繁杂的系统

工程。从信息管理的角度，通过对某院近三年师资

队伍建设的状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各项

指标数据发展变化较大，展现出与全国平均水平和

有关文件要求的趋同态势。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

数据变化的奇异点，值得有关职能部门关注。

结合全国数据平台分析报告，目前高职院校师

资力量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总量严

重不足，工作量繁重。一些专业和课程的教师工作

量平均大于18课时，由于工作量过大，使得教师没

有精力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企业实践。二是结构不

合理，双师素质教师少。教师来源单一，从企业调人

的教师少，来自企业的能工巧匠少，年龄结构不合

理，呈哑铃型。职称评定套用普教政策，部分人员被

政策淘汰，职称结构不合理，呈金字塔型。教师培养

缺乏有效机制，师资技能培训内容多与实际教学相

脱节，教师继续教育针对性不强，教师对职业教育的

重视和研究不够，知识更新不足，创新意识不强，专

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数量少，教学团队建设参差不

齐，打造出旗舰团队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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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计算出空间中匹配点的三维坐标，

结合光栅对视场的划分，可以实现快速准确的匹配。

5 实验与结果
根据上述算法进行了现场试验，为了加快图像

处理速度，将算法预先集成到专用的DsP器件中。

采用两台参数完全一致的cCD相机作为摄像设备，

相移光栅采用正弦光栅。首先对视觉传感器进行了

精确标定，获得了视觉传感器的内外参数以及光栅

投射器的光平面方程。通过图像匹配算法对双相机

同一时间拍摄的两幅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个稠密

的空间点云。同时，利用得到的点云数据对障碍物

的轮廓信息进行三维重建恢复，通过软件分析得到

障碍物的大小、形状、距离等信息。

用于实际交通环境下的算法必须满足实时

一24一

成对前方30m内的障碍物进行检测，满足了实时性

的要求，证明了算法的优越性。

6 结束语
文中提出的多传感器融合的测量方法，将利用

视觉传感器的被动测量和利用激光传感器的主动测

量技术结合起来，突破了以往利用单一传感器测量

的局限性，通过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将光

栅投射引入到双目立体视觉系统中更是大大缩短了

算法周期，提高了实时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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