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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数字化快速发展时代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社会

价值，有利于学习型社会构建，利用知识传递力量、突破时空约束；为建设技能型社会奠定基础，培养

更多契合产业发展的优秀人才；有利于加快“三教”改革，从教材、教师和教法三个方面进行革新，促

进资源配置均衡性的提升。不过在转型过程中主要面临的问题包括资源整合力度不足、技术保障不坚实

以及数字化基础薄弱等。所以，应当从配置、管理和人力等多个方面协同并进，促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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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urgently need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social value, 
which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utilizing the power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breaking through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skilled 
society and cultivate more outstanding talents that are in line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is 
conducive to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the “three educations”, innova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
books, teacher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al-
ance. However,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clude insufficient re-
source integration, weak technical support, and weak digital found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and advance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and man-
power to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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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高速更新迭代和新时代产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处于转型关键期，职业教育

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革。数字化转型势如破竹，对职业教育产

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职业教育应当尽快适应并变革，将这股力量转变为内驱力，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一方面，数字化时代对培养人才渠道、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等进行创新，对其发展起到重要促进

作用；另一方面，对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的融合以及协同发展指明方向。实现教学理念的重塑、教学模

式的创新以及教学资源的整合与重组，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存在数字化转型，为职业教育的竞

争力、影响力以及内涵式发展提供动力。充分认识新时代发展过程中数字化转型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要影

响，这样才能对处境、价值及策略进行深入探究，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1]。 

2.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蕴 

2.1. 有利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新时代产业升级的前提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技能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

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实现职业教育教学的重塑，对教学资源、教

学模式等进行拓展。首先，线上平台解决了传统教学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问题，即使是在教学资源匮乏

的偏远乡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到丰富的教学资源，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学习内容的

针对性也更强，推进职业教育与社会的接轨，加快覆盖各个年龄层段的成员，包括待业人员、在职员工

以及在校生等，使全面终身学习体系更快的建立起来；其次，数字化转型加快培养契合产业需求的人才，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仿真等技术，对真实操作和工作环境模拟，使学生实践能力大幅提升，

培养的人才具有更好的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高质量匹配产业需求。学习覆盖面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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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拓宽、培养人才更加精准，为技能型社会构建奠定基础，不断推进社会技能水平提高，为国家产业竞

争力提升体动推动力。 

2.2. 有利于深化教育改革理念，助推职业教育“三教”改革 

新时代职业教育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对其高质量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数字化转型

是教学、教师和教材的“三教”改革落实的基本前提，将传统教育滞后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材内

容暴露出来，迫使教育不得不进行变革，同时对终身学习、创新能力培养和数字思维训练等更为重视，

实现了灌输式学习向素养培育的转换。从教师角度来看，数字化技术创新教学工具和教学情境，教师通

过虚拟仿真试验和线上平台等方式进行教学，从讲授知识的角色转变成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有利于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2]。从教材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实现多样化教学资源的整合，包括动画、视频以

及图文等等，教材内容更加丰富和新颖，并实现静态和动态的有效融合。从教法角度来看，通过大数据

对学生学情进行分析，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学习情境，利用人工智能完成针对性教学方案的设计等，

有利于教法的互动性、多样性和创新性发展。这些转变都推进了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匹配度的提高，进

而培养出高度契合企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2.3. 有利于优化职业教育资源布局，均衡职业教育资源配置 

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对质量和公平更为重视，数字化转型在衔接性和穿透力上的优势显著，已经是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和重新布局的重要工具。我国土地辽阔，教育均衡性很难保证，职业教育资源的不均

衡问题也较为严重，普遍表现为中西部资源较为匮乏，东部相对来说更加丰富。数字化转型的出现刚好

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数字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等，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突破地

域限制。各种优秀和先进的教学方法、资源和课程都能够以较低成本和时效共享到偏僻地域，使职业教

育资源公平得到保障，也助推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教学水平、教育质量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提

升。而且，跨地域共享实现资源配置的良性循环，职业教育资源从原本的“总体不足，局部过剩”转变为

“高效利用、均衡发展”，使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公平发展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3.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 

3.1.数字化基础薄弱，人力支撑和技术保障不足 

新时代职业教育在数字化时代高速发展的影响下也面临转型，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字化基础较弱，

技术和人力方面都面对很大困难，不利于转型。大部分职业院校数字化设备落后，仿真系统和教学软件

陈旧，互联网速度较慢，资源无法实时更新和下载，线上教学流畅度很差，甚至并未构建智慧课堂和虚

拟实训室等，学生不能体验交互式和沉浸式学习。缺少数字技术水平高且掌握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优秀

人才，教师的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性也较大，大部分教师只会运用基本的办公软件，但对于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都不精通，数字化教学的开展和创新难上加难。职业院校数字化运营维修人员缺乏，当

软件或设备发生故障时，无法及时维修而导致教学受阻。以上这些问题对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都起到一

定的阻碍作用，使其转型更加不畅，这需要培训力度的增大才能解决。 

3.2. 数字化管理水平不高，治理能力薄弱 

数字化管理和治理水平相对较低是阻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阻碍因素之一[3]。对于数字化管理来

说，多数职业院校的管理理念陈旧，认为办公自动化就是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于教育生态改革、管理服

务精准化和数据驱动决策等并没有正确认识，在管理决策上自然就缺乏长远的眼光，科学性和合理性也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70


齐志艺，熊强强 
 

 

DOI: 10.12677/ae.2025.1571270 681 教育进展 
 

会欠缺。对于建立制度方面，职业院校应当对其进行建立健全，多数院校在跨部合作、资源共享和信息

安全方面并没有制定对应的管理制度，这导致数字化管理无依可循。对于技术运用来说，职业院校虽然

也引进数字平台，不过并未进一步改进和整合，因功能不健全、信息不共享导致信息孤岛，同时并没有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最终导致教学资源分配不均，学生需求难以满足以

及教学动态不能精准掌控等问题。技术水平偏低、教育理念落后和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共同影响，导致职

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受阻，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急需推动匹配数字化发展的现代化管理理

念和制度的构建与优化。 

3.3. 数字化教学能力不强，数字资源与教学融合不深 

数字化教学能力不强，数字资源与教学融合不深是阻碍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目

前，大部分职业院校的教师虽然意识到数字化教学技能的重要性，但是自身的技能水平还较低，还有很

多教师只是会使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而线上授课、线上测试、直播互动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技能还没

有熟练掌握，很难通过人工智能和虚拟仿真等数字化技术完成互动和沉浸式教学情境的创设，数字技术

的优越性并未充分运用，未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此外，数字技术和教学方法、教材内容和资

源并没有充分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冗余的数字资源，没有依据学生特征和教学目标有针对性的

开发和整合，也没有实现技能培训和课程体系的无缝衔接；教学方法并未与数字资源充分融合，采用传

统落后的教学方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数字资源仅仅是教学的装饰品，没有真正应用到教学中

来，教学合力尚未形成。以上都是制约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起到很大

的阻碍作用。 

4.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对策略 

4.1. 基础上增强数字人力支撑和条件保障能力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处在重要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数字人力支撑和条件保证两个方面。

对于数字化人才的构建上，职业院校应当对“三位一体”培训体系建立健全，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系统

培训，定期开展数字化培训和研修活动，积极邀请专家和数字技术行业先锋来校授课，包括人工智能和

数据分析等内容，促使教师不断提升数字化教学能力和创新力；除此以外，校企人才沟通平台的建立也

需尽快完成，教师可以去企业项目组中挂职，不仅能够对数字化生产流程更加熟悉，还能积累更多经验，

同时邀请企业技术人才来校任课，向学生传授前沿技术和新理念[4]。职业院校在充分运用财政拨款的基

础上还需要在社会资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对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包括校园网升级，可将 5G 和

千兆光纤结合运用，为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速度提供保障；教学资源、学生服务和教学管理等平台集于

一体，构建智慧校园，实现校园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搭建数字实训基地，各种数字化先进设备配备

齐全，为学生提供虚实融合的学习和锻炼场地，助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4.2. 制度上提升职业院校数字化治理水平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促进转型效能的提升以及现代化和智能化管理的视线，职

业院校数字化治理水平应当重视从制度方面进行提升。职业院校在数字化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上应当加

大力度，为重要领域包括跨部门合作、资源管理和信息安全等制定全面细化的制度体系，将数据从采集、

保存、应用到共享的整个流程对应的职责都明确界定，为数字化治理水平提高奠定基础。以此为前提，

对管理过程进行完善和改进，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突破原本部门和层级之间的隔阂，实现学生管理、

教学管理、服务和后勤等流程的重塑和疏通，将业务从申请到反馈的整个过程都转移到线上处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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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流转实现自动化，纸质资料的传输和人工处理等尽可能减少，这样管理效率会大幅提升。另外，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如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从更深层次和全面的角度对数字资源、学生发展和教学

管理等进行探究，准确掌握职业院校发展动态，及时发现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转

型和科学发展奠定数据基础。建立以技术为基础、以流程为动脉和制度为纲领的数字化管理新形态，可

以有效推进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为数字化转型创造更优越的条件，为职业教育

高质量和高效率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配置上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活动深度融合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促使转型动能提升和育人质量提高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数字化

技术与教学的有效融合。职业院校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课程设计，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

学生学情和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行全面深入分析，推进专业课程教学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融

合，完成交互式、沉浸式课程体系的建设，例如通过 VR 技术对机械制造的设备进行拆组和诊断故障等，

利用真实情境的模拟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与实践；此外，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内容实时更新和改

进，确保行业先进技术知识和标准的快速更新，为产业发展和课堂教学的协同并进提供保障。其二是教

学方法。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拓展尤为重要，大力支持教师对智能教学工具和线上教学平台充分运用，实

现线上资源整合与线下实践的融合，突破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使教学更灵活。将人工智能

技术引入进来，对学生学情和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制定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方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综上，加强数字资源与课前备课、课堂教学、实践训练和评价的深度融合，将教学要素与数字技术紧密

结合起来，就如同将源源不断的动力融入到职业教育中来，不断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为其高质

量发展奠定基础。 

5. 实施成效 

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后已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首先是培养人才方

面，教学质量因数字技术与教学的紧密结合、协同并进，而实现大幅度提升，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实现了自主学习，通过线上互动和虚拟仿真等教学方法，将繁琐和抽象化的专业知识变得具体，学

生接受度提高，从技能考核结果来看转型后的优秀率提高了 93%，并且在职业技能大赛中也获得更多奖

项，培养出越来越多企业认可的优秀人才，毕业后对口就业较之前明显提高，已达到 92%。其次是教学

创新，教师对数字化设施和教学方法的掌握度提升，超过 95%的教师已经掌握数字化教学平台和工具，

创设省级线上精品开放课有八门，积累了很多优秀的数字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也不再是单一地传授知识，

而是将探究讨论和项目实践等方式融入进来，不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拓展学生知识广度，提高实

践能力。最后是职业院校管理工作，已基本完成数字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大数据为基础推进资源管理、

学生服务和教学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较数字化转型前跨部门合作效率提高 89%，行政审批周期缩短 74%，

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决策促使教学管理更有前瞻性，也更加科学合理，有力助推新时代环境下职业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 

6. 结束语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发展和产业改革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具有深远重大的作用和价值，一

方面促进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技能型优秀人才。虽然

职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面临很多问题，如数字化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较弱和产教融合欠缺等，不

过随着数字化人才队伍的构建、数字化设施工具的优化、相关管理体系的健全和改进，以及教学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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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的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获取显著成效，教学方法不断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高、院校管理

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也在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未来还会面临更多问题和挑战，院校应当持之以

恒，紧跟产业前沿技术的脚步，不断推进科教和产教的深度融合，对数字化转型评价和保障系统持续更

新和改进，利用数字化技术完成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伟大愿景。在共同努力、钻研探索和砥砺前行中，

职业教育定能披荆斩棘、昂首前行，从传统模式和规模扩张发展为数字化模式和高质量发展，为产业培

养一批批优秀的“数字工匠”，为社会经济和国家发展打下坚不可摧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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