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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学情差异大。在此背景下，有效实施个性化教学是促进高职学生更好成长的优

选手段，也是实现高职教育公平性的有力保障。当前，受困于学生层面的自驱力不足、教师层面的执行

意愿不强、实施层面的个性化诊断与指导缺失，使得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成效不佳。因此，以科教融汇

赋能为切入点，通过重构教师科研活动，深度融合科技工具，充分重视情感引导，开展技术开发项目，

实现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路径的革新，将能够有效提升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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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poor learning 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situations. In this contex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is the preferred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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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better growth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eq-
u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ly, due to insufficient self-motivation at the student level, weak 
execution willingness at the teacher level, and lack of personalized diagnosis and guidance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
leges is poor. Therefore, tak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by 
restructuring teacher research activities, deeply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tools, fully emphasizing 
emotional guidance, carrying ou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innovating the implemen-
tation path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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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以科教融汇为抓

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依托科教融汇构建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路径，是促进差异化的高职学

生更好成长的优选手段，也是实现教育公平性的保障[2]。 
我国教育家孔子在所著《论语·先进篇》中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念，是个性化教学的最早雏形。1920

年，帕克赫斯特提出“道尔顿制”，主张打破班级限制，由学生自定计划、认领目标，在教师指导下，在

实验室内自主学习。1968 年，凯勒创立了个人化教学系统理论，强调以教师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与自主

定速来适应个体差异。当前，个性化教学被认可为以学习者个性差异为基础，采取恰当的方法、策略、

内容、过程和评价，使学习者能按照自身的节奏充分而自由发展的教学[3]。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对高质多元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个性化教学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学者从构建策略、实施策略、

效果评价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4]。朱枝等学者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组织形式、教学评

价等多个方面研究了如何构建实施个性化教学[5]。刘玉萍从情感计量角度入手，指出应注入情感关怀、

强化个体主体性、强调个体成长性[6]。甘晓雯通过将 MOOC 平台与分层教学法相结合，实现大规模在线

个性化教学，并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网络 + 智慧 + 大数据 + 云端”的个性化智慧教学实施模式[7]。
程满玲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尝试从认知、判断、创造力、执行力、态度、互动等维度智能生成个体特征画

像，实现个性化诊断[8]。黄志芳等人采用同质分组的差异化方式，分别面向中学、本科阶段学生开展小

规模的个性化教学实证研究，从知识掌握、能力培养、情感体验等方面验证分析实施成效[9]。陈建校以

数字赋能理论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并重塑高等教育个性化教学的作用机理及影响

效应[10]。杨顺华等学者将 AIGC 工具引入个性化教学实践，从情感、知识、技术三个方面探讨了其实施

困境，并提出了构建“师–生–机”三方协同新生态的观点[11]。 

2. 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现状 

高职个性化教学基于社会共同价值，以尊重学生独特个体为前提，通过实施契合个体需要的教学行

为，充分挖掘学生个体潜能优势，谋求学生多样化发展。高职个性化教学是体现教育公平性和教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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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的要义所在。高职个性化教学的实施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班内分层差异化的小规模个性化教学、

分班制的中规模个性化教学以及依托在线课堂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2.1. 班内分层差异化的小规模个性化教学 

高职学生的学情差异很大，统一步调的教学进度安排显得不合时宜、难以兼顾。要么使得后进学生

畏难厌学，要么造成学有余力的学生容易懈怠。因此，在正式授课前通过调查问卷、前置测验、历史成

绩推断等方式，按照能力、成绩、智力水平将班级内的学生分为若干层次小组，教师针对不同层次小组

设定差异化的教学进度和目标，使得不同学情的学生都能够找到契合自身个体情况的最小发展区间。更

进一步的，对层次小组的划分施行隐性化、动态化、鼓励化处理，教师面向全体学生统一发布基础版、

进阶版、挑战版的学习目标，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在学习过程中自愿、自动的适配到对应层次要求，并

鼓励学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要求进阶，充分挖掘学生的个体潜能，提升个性化学习成效。 

2.2. 分班制的中规模个性化教学 

高职学生的“偏才”情况尤为突出，往往在某些方面存在特定的优势和专长。因此，在班内分层差异

化教学的基础上，对于存在个性化职业发展需求和兴趣专长特点的学生，设置单独建制的弹性班级进行个

性化教学。例如，面向企业岗位培养的企业订单班、企业学徒班，面向特征技能培养的卓越工程师班、跨

专业交叉实验班，以及面向个体兴趣专长的第二课堂班、技能竞赛班等。通过个性化的分班引导，使得每

名学生都能够沿着适宜自身特点的学习路线持续成长，实现自身个体发展与社会共有价值需求相互统一。 

2.3. 依托在线课堂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教育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为开展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奠

定了实施基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在线课堂，教师将所有的教学资源发布到课程平台上，借

助课程平台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依托在线课堂的

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时空的局限被打破，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在任何的时间和地点，并且

按照适宜自己的学习进度开展学习，体现了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理念。同时，在线学习还可以和

线下课堂相结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式个性化教学，进一步提升个性化教学成效。 

3. 高职个性化教学现实困境 

通过上述个性化教学方法和策略的推行，高职个性化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困于：学生层面的

自驱力不足、教师层面的执行意愿不强、实施层面的个性化诊断与指导缺失，高职个性化教学的实施仍

处于困境之中。 

3.1. 学生层面的自驱力不足 

个性化教学的初衷是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意愿，尊重学生的个人价值。因此，要提升高职

个性化教学的实施成效，作为参与主体的高职学生，其具备良好的自我驱动学习意愿和能力尤为关键。

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习渠道已不仅仅单一拘泥于课堂，学习资源也不局限于纸质课本。

学习者需要学会在浩瀚的网络信息中搜集并整理学习资源，然后去伪存真、去劣存优，从中提取契合自

身学习需要的有用信息，实现自主学习；同时，学生需要能够自律自觉地投入时间开展自发学习，并在

学习过程中勇于克服困难，保持学习热情。以上这些，都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自我驱动学习能力，发挥

主体能动性。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现有 1547 所各类公办民办高职类院校，院校之间有较大差异。既有入

选“双高”计划的老牌院校，也有适应社会发展而应运而生的新院校。各个院校的开设专业既有极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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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的王牌专业，也有刚刚起步招生的新兴专业。生源涵盖普通高中、职业高中、退伍人员、社会人

士等多样化群体。以上种种使得不同高职院校、院校内部各专业、同专业内部的不同学生之间，在学习

基础、学习意愿、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学情差异。往往的，高职学生的学习自律性差。尤其在缺

乏外界督促的情况下，自发学习的行为很难发生；以及在缺乏外界规划的情况下，有的放矢的自主学习

难以实现，更多是随波逐流的被动学习；并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界指导，高职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

中，极易畏难放弃。因此，高职学生在学习自驱力上存在普遍的、显然的缺失，这是制约高职个性化教

学实施成效提升的关键所在。 

3.2. 教师层面的执行意愿不强 

教师是实施高职个性化教学的主体。要实施好个性化教学，高职教师需要在教学组织、教学实施、

学情采集与分析、情感引导等方面持续精进提升。但是，现有的高职教师评价机制中，论文、纵向课题、

专利、获奖、人才称号等科研成果及业绩仍是评优评先、职称评定的核心指标。而产出上述科研成果的

科研活动与日常的教学活动实践是脱节、隔离的，甚至于本该聚焦教育实践问题的教育科研也存在着“浮

躁”和“失衡”，使得同为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实施主体的高职教师顾此失彼、无暇兼顾。于是，在“为

了科研而科研”的功利目标下，高职教师深化推进个性化教学的主观意愿不强。 

3.3. 实施层面的个性化诊断与指导缺失 

高职个性化教学的实施可以分为 4 个过程阶段：1) 采集评估。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性格特点、兴趣

特长等个体情况信息的准备识别和评估诊断；2) 生涯规划。前向兼顾学生所在家庭环境情况，后向面向

行业企业的用人岗位需求，与学生共同开展生涯规划；3) 过程指导。基于生涯规划，设定并分解相应的

培养目标，并给予适配的指导；4) 监测评估。持续监测评估实施过程，进行纠偏。一方面，这一过程中

的采集与诊断阶段，如果单纯依靠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肉眼的观察分析，工作量非常巨大且并不完全可靠，

就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手段进行智能化的学情数据采集和分析。但是，现有的课程平台或者智慧课堂建设

下，尚欠缺对于学习者在认知层面的学习过程、学习情境、学习成效、学习效果数据的准确采集和分析

手段，以及更进一步的情感层面计量分析，这使得教师无法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做出准确诊断，也更加

无法由此给出个性化的精准指导。另一方面，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存在差异性、巨量性、实时性等特色，

传统的由教师到行业企业参与实践锻炼，或者实地走访调研，或是在线搜集招聘岗位信息的方式，并不

能及时的、准确的、全面的把握行业企业用人要求的现状与发展，这将极大影响教师指导学生构建生涯

规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也是影响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成效提升的要义。 
虽然上述困境的产生是诸多原因共同结合的产物，但其最大症结在于：高职个性化教学的“教”和

“学”本身缺乏动能，两者之间欠缺关联。因此，破解之道在于：基于科教融汇赋能，革新高职个性化教

学实施路径。 

4. 科教融汇赋能的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路径 

科教融汇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项创新性表述，是指：科技、科研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汇聚[12]。针对

高职教育而言，科教融汇尤其指向为：应用型科研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其核心是通过科研活

动反哺教学、以教学需求驱动科研实践及创新，形成“科研、教学、育人”的良性循环[13]。科教融汇的

内涵与外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融汇相通： 
其一，科研与教学的融汇。面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师开展应用型科研，并将相关科研成果

转化为项目案例、实践例程、教辅教具等高质量教学资源；教师通过教学实践，识别出现问题，产生教

学相长，反向促进教师科研思路及方向的创新扩展，并提供应用验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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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科技与教学的融汇。伴随着科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如：以 DeepSeek 和 ChatGPT 为代表的

AIGC 工具的普及，智慧在线课堂、智慧线下教室的应用推广，科技与教学将全方位的赋能融合，并依循

教学数字化、教育信息化、教育智能化、教育个性化的路线逐层深入，不断促进教学实践的发展。 
其三，科研与教研的融汇。对于高职教育的教学研究，其着眼点是解决教学实践中真切存在的痛点

问题，其支撑点在于实证验证。因此，从本质上看，高职教研非常契合应用型科研的内涵，应该归类为

应用型科研范畴。自然，科研与教研相通相融。 
以科教融汇为抓手，首先，关联统一科教活动，释放教师参与动能；其次，深度融合科技工具，增强

学生画像水平；然后，重视情感引导，提升学生自驱动力；最后，围绕技术开发项目，拓展个性化实践资

源，最终构建起科教融汇赋能的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路径，有效提升实施成效。 

4.1. 关联统一科教活动，释放教师参与动能 

在科教融汇视域下，一方面，摒弃传统普通高等院校以基础性学术研究为主的科研模式，革新为符

合高职类型教育特征的应用导向型科研范式。面向教育实践与社会技术服务需求，分为；数智教学、教

研实践、技术积累、技术开发等四种模态的科研活动。每种科研活动之间互为支撑，层次递进，形成融

合交互、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从适配科研活动的视角出发，再对教学活动进行革新，重构

为：教学资源开发、教学实施重构、学情画像、个性化指导规划。经过上述革新后，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

形成了更加适宜的关联性、统一性，使得高职教师从事科教活动时不再顾此失彼，而是互为反哺、相互

促进，这将充分释放高职教师参与个性化教学的动能。 

4.2. 深度融合科技工具，增强学生画像水平 

在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画像分为学情画像与生涯画像两个层面。首先，将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日常教学活动与场合进行深度融合，全方位提升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评价诊断以

及生涯规划的完整性和精准度。利用在线课程平台，在结果性数据采集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学生的

认知状态进行过程性、增量性评价诊断。同时，进行智慧课堂建设，在教室中部署多种无感知的信息采

集传感器，如：视觉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声音传感器等，对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表情、手势、低头

频率、身体姿势等行为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然后经由量化编码，进行过程性的趋势评估以及结果性的

形成评价，进而对学生的学习情感状态进行精准测量，增强学生画像水平。另外，依托网络爬虫、聚类

分析、可视化展示等信息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行业企业的岗位需求、素质能力要求等用人信息，并智能

化生成能力图谱和分析报告，作为学生生涯规划的参考依据，进一步全面提升学生画像水平。 

4.3. 重视情感引导，提升学生自驱动力 

高职学生虽然学习基础较弱，但是对于具象化、实践性的、应用性的知识技能仍然具有很强的求知

欲。脱离生产实践与行业企业用人岗位需求的传统填鸭式教学，会极大的挫伤高职学生对学习的认可度，

极易使学生产生学而无用的消极情感，严重降低学生学习自驱力。因此，通过实施科教融汇，教师承接

真实的行业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并将其转化形成高质量教学资源，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使学生感受

到学有所用。同时，高职教师通过立地式的教育科研，勇于将革新的先进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组

织、考核方法等切实应用于日常教学之中，使得学生学有所获、学程有序，进而增强学习动力和愿望。

以上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成就感，进而提升学习自驱力。 

4.4. 围绕技术开发项目，拓展个性化实践资源 

项目实践是个性化教学的最重要载体。在科教融汇理念下，结合自身专长，教师积极组建形成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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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技术团队。面向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的形式，教师不断承接行业企

业的委托，形成众多的技术开发项目。然后，围绕上述技术开发项目，教师孵化学生实践资源，构建真

实需求的实战型学生实践项目和模拟场景的培育型学生实践项目。对于具备意愿且能力胜任的学生，分

派到实战型实践项目中，在真实项目开发过程中，实现“科”与“教”的融合，充分挖掘自身技术潜力；

对于具备意愿但能力不胜任的学生，退而结网，进驻到培育型实践项目中，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积累

相关技术技能，提升胜任力，为胜任实战型实践项目积蓄准备；对意愿和胜任力都不具备的学生，进行

情感关怀，鼓励激发意愿，引导其参与到培育型实践项目中来。通过上述实施，个性化的实践资源得以

大大拓宽，差异化学情的学生也都能够参与到项目实践中。通过贴近真实行业企业需求的项目实践锻炼，

学生不断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实现个性化持续成长。 

5. 实施成效 

2021 年至今，以本校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为实施对象，作者在所承担授课的《Android 应用程

序开发》课程中。连续四个学年，基于科教融汇赋能开展了个性化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实证发现：积极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比例，由原先的 50%，提升为 96%；学生完成课程实践任务的平均

数量，由先前的 8 个，增加到 13 个；学生对课程的整体评价，由原先的 92 分，提升为 97 分。从以上前

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通过科教融汇赋能高职个性化教学实践，能够有效提升其实施成效。 

6. 结语 

高职个性化教学是实现高职教育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教育公平性的重要体现。当前，

受制于学生学习自驱力不足、教师执行意愿不强、个性化诊断与指导的实施缺失，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

成效不佳。因此，以科教融汇赋能高职个性化教学为切入点，依序实施：将教师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进

行关联统一，以极大增强教师参与积极性；深度融合科技工具，增强学生画像水平，推进技术工具与教

学实践的融合；充分重视情感引导，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自驱力；围绕技术开发项目，拓展个性化实践资

源，将能够构建起一条有效的实施路径，切实提升高职个性化教学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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