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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优化 高职 院校机 电类专业教学团队的组织 环境为 着眼点

�
将 管理 学领域 的 内部 因素矩阵分析法和外部 因素评价矩

阵分析法应 用 于教学团队 内外组织环境分析 中
�
来刻 划 出教学团队的全部 内部应 力和外部应 力

�
为提升教学团队发展能 力提供理

论基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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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外环境分析

(1 )教育政策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把

提高质量作为重点
�
以服务为宗 旨

�
以就业为导向

�
实行工学结

合
、
校企合作

、
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
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

培训并举
�
加强

“
双师型

”
教 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

�
提升职业

教育基础能力
�
建立健全技能型人才到职业学校从教的制度 ll] 。

(2 )教育行业发展环境
。
我国已进入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新阶段
�
到 2 0 2 0 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
�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
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
在

“
十二五

”

时期要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
人才基础和条件基础 ll] 。

(3 )经济发展环境
。
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需求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
�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
建立现代产业体

系
�
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
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
增加

应用型
、
技能型

、
复合型人才的供给 l2] 。

(4 )机电行业发展状况
。
我国机电行业发展迅速

�
但相关

人才的培养并不能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
这一行业正面临着严

重的人才缺 口
。

(5 )高职生源情况
。
学生减少主要源于人 口变化

�
这是所

有高校面临的共性问题
�
高职院校无法回避

.

从一定角度看
�
这

一形势对推动高职教育优化升级
�
更好地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需求是有益的
。

2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内部环境分析

(1 )高职示范和骨 干院校建设
。 “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建设计划
”
遴选了几百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

。
几年来

�
示

范建设院校在探索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
、
单独招生试点

、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

效
�
引领了全国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

(2 )成员组成
。
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内聚集着一大批具有

综合专业技能和科研能力的教师
�
但是

�
从总体上来看

�
教师的

岗位技能现状与现代机电制造业的发展不相适应
。
在相 当一部

分高职院校当中
�
理论教师偏多

�
实习指导教师不足 l3] 。

(3 )校企合作
。
部分示范高职院校机电专业和当地机电制

造企业展开合作
�
建立 了机 电实训 中心等实训基地

�
通过减少

验证性的设施
�
把机电实验室改建成为机电实训中心等方式

�

最终过渡到机电教学工厂
。
但由于受办学条件和办学背景等因

素的制约
�
出现 了院校与企业合作松散

、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不

健全的现象
�
严重制约 了高职院校的发展

。

(4 )教学模式与课程改革
。
为了提高教学能力

�
各个高职

院校都进行了教学模式与课程改革
。
机电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以

社会需求调查为依据
�
根据需要和科学的论证加以确立

�
并且开

和实用性
。

(5 )教学团队发展保障环境
。
教育部开展 了教育

“
质量工

程
”
项 目的建设要求

�
几年来

�
实施了一系列培育高水平 国家级

教学团队的计划
�
这充分说明教学团队建设已经成为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
。

3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内部矩阵与外部矩阵分析

构建内部因素评价矩阵如表 1 所示
。

表 1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 E F E 矩阵

关关键 内部因素素 权重重 评分分 加权分数数

羹羹羹
高职 示范和骨 干 院校建设设 0 1 555 444 0 6 000

教教教学 团 队具有 一 定 的综合专 业 技能和科研能力力 0 1 555 444 0 6 000

建建建立 了机 电实训 中心等实训基地地 0 1 000 444 0丹000

教教教学 模式 与课 程改革的探 索有力 的提 高 了教 学 团 队 的发 展 能能 0 1 000 333 0 3 000

力力力力力力力

“““
质量工 程

”
项 目

、
国家级教学 团队计划划 0 1 555 444 0 6 000

劣劣劣 教学 团 队教师 岗位技能现 状 与现代机 电制造 业 的发 展 不相 适适 0 1 555 222 0 3 000

势势势 应应应应应

院院院校与企业合作松敖
、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不 健全全 0 1 000 222 0 2 000

教教教学模式 与课程改革需 要 进 一步提升升 0 1 000 111 0 1 000

汇汇 总总 1 OOOOOOO

通过对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

析总结
�
建立如一表 2 的 E F E 矩阵

。

表 2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 E F E 矩阵

关关键 外部因素素 权 重重 评分分 加权分数数

机机会会 建立健全 职 业 教 育质量保障休系系 0 1 000 333 0 3 000

重重重大教 育制度 的改革创新新 0 1 000 333 0 3 000

经经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整 0 1 000 333 0 3 000

机机机电迈 进 普通 百姓 的家庭庭 0 1 000 444 0丹000

高高高级技术工人紧 缺缺 0 1 555 444 0 6 000

威威胁胁 师德建设仍是薄弱 环节节 0 0 555 222 0 1 000

关关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 的投入缺乏乏 0 1 000 333 0 3 000

“““
中国创造

”
处于 劣势地位位 0 0 555 222 0 1 000

高高高级技工 出现 断层层 0 1 000 333 0 3 000

高高高考生源减少少 0 1 555 333 0丹555

汇汇 总总 1 OOOOO 3 1 555

从内部因素分析的加权分数 3
.

10 来看
�
高职机电类教学

团队的内部总体战略地位高于所有专业教学团队发展能力的

平均水平
�
具备一定的优势

。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的 E F F

分析结果为 3
.

巧
�
说明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团队对行业的现有

情况做出的反应超过 了平均水平
�
但也不是非常出色的

�
特别

是对于威胁的反应不是令人满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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