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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驱动下，职业技术教育正向“生态性”转型。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分析国内外实践

发现：德国“新双元制”通过企业主导课程设计缩短技术转化周期，欧盟借助区块链技术推动学分互认；

国内依托“人工智能应用”就业育人项目深化校企合作，特色实践如智能康养专业群成效显著。然而，

民办院校仍面临学科壁垒、校企合作浅层化及数据隐私风险等挑战。研究提出推动“AI + 微专业”标准

化建设，探索区块链学分银行与第三方认证体系，并强化伦理规范与数据安全管理。未来需融合国际经

验与本土实践，构建智能化、人本化的职业教育新范式，以应对技术迭代与教育生态重构的双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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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s trans-
forming to “ec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literature re-
search and finds that the German “new dual system” shortens th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cycle 
through enterprise-led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omotes mutual credit recog-
nition with the help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lying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em-
ployment and education project in China,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and 
characteristic practices such as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groups have achieved remarka-
ble results. However, private institutions still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disciplinary barriers, shallow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data privacy risks. The study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stand-
ardization of “AI micro-specialization”, explore the blockchain credit bank and third-party certifi-
c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ethical norms and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local practice to build a new paradigm of intel-
ligent and humanistic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meet the dual needs of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education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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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智能技术双重驱动下，职业教育正处于从“工具性”向“生态性”的转型阶段。职业教

育“生态性”转型的核心在于构建动态平衡的教育生态系统，强调教育主体(学校、企业、学生)、技术要

素(AI、区块链)与环境(产业需求、政策导向)的协同共生。“交叉学科–生态协同”则指通过打破学科壁

垒，形成多学科知识融合的课程体系，并依托校企生态联动机制，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创新迭代。借

鉴 Holling 的适应性循环理论，职业教育需通过“学习–实践–反馈–重构”的循环机制，适应技术迭代

与产业变革的双重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求职业教育主动适应人

工智能技术变革，构建面向产业的交叉学科体系。然而，当前职业技术教育正面临着两大矛盾：一是传

统学科划分与产业需求多元化之间存在着供需错位的矛盾；二是校企合作停留浅层与资源协同不足之间

的矛盾。 
国外研究已经关注到人工智能对教育生态的重构作用。比如，德国“新双元制”模式通过企业来主

导课程设计，缩短技术转化周期；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则强调终身学习与学分互认机制。国内实

践方面，教育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就业育人项目，鼓励校企共建实习基地与定向培养计划，但当前

职业院校在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上仍显不足。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研究法，重点揭示职业技术教育在人工

智能驱动下的转型逻辑，为生态重构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文献验证，通过系统查阅、整理和分析文献资料，提炼研究所需的关键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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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本文文献来源广泛，包括学术期刊、政策文件、研究报告及国际机构发布材料，确保研究的

全面性和深度。通过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外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文献与

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交叉学科构建与校企联动的机制设计。 

3. 国外视角：人工智能驱动下职业技术教育模式表现 

3.1. 德国“新双元制”模式下的校企协同 

德国“新双元制”模式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具有显著特色，其校企协同的深度机制尤为突出[1]。德

国“新双元制”模式下，企业主导课程设计使技术转化周期缩短 40%，为校企协同提供实践范本。在这

一模式下，企业不仅仅是实习基地的提供者，更是课程设计与认证颁发的积极参与者。 
具体来说，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紧密合作，共同制定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例如，在“AI + 智能制

造”课程中，企业导师可以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优势，为学校提供前沿的技术知识和实际应用案

例。同时，学校教师则负责将这些知识与学生的理论学习相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课程体系。 
此外，德国“新双元制”模式还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不

仅可以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并掌握职业技能，还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提升自己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完成实习后，可以通过企业的认证考试，获得相应的职

业资格证书。这一证书不仅证明了学生具备某种职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还可以缩短他们的就业适应期，

提高他们在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 
除了课程设计与认证颁发方面的深度参与外，德国企业在“新双元制”模式中还承担着重要的招生

与培训职责。企业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人才规划，制定招生计划，并通过笔试、实操、心理测试等

多轮选拔，录取符合要求的学员。在培训过程中，企业会提供全面的培训资源和实践机会，确保学员能

够掌握扎实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还会与学校共同制定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确保培训质

量和效果。 

3.2. 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与区块链技术在学分互认中的应用 

欧盟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快速变化

的数字时代。其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非学历培训与学历教育学分互认，是该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旨在构建更加灵活、开放的学习路径。 
具体来讲，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性，为学分互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2]。

通过区块链平台，学生的非学历培训成果和学历教育学分可以被安全、准确地记录和存储。这些记录不

仅真实可信，而且易于查询和验证，从而大大简化了学分互认的流程。首先，学生可以将在不同机构、

不同课程中获得的学分累积起来，并通过区块链平台进行转换，避免重复学习。其次，区块链平台可以

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信赖的学习成果认证机制。无论是非学历培训还是学历教育，学生的学习成果都可以

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形成一份不可篡改的学历证明。最后，借助区块链技术，学生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

学习路径。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灵活组合不同的课程和培训项目，以获取所需的学分和技能。 

4. 国内视角：人工智能驱动下职业技术教育模式表现 

4.1. 政策驱动的生态重构 

2025 年，教育部启动了“人工智能应用”就业育人项目，该项目是教育部为推动高校适应人工智能

发展对人才需求、就业服务等提出的新要求而部署的重要举措。该项目覆盖了 2400 余家企业与 2000 余

所高校的合作，旨在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推动定向人才培养与实习基地建设，以培养和招聘更多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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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工智能应用人才。 
该项目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习基地建设、校企人力资源提升

三类。其中，定向人才培养培训注重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就业实习基地建设则为学生提供

真实的实践环境和机会，校企人力资源提升则通过合作提升双方的人才质量和竞争力。在实施过程中，

教育部组织高校与用人单位进行对接，尽早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立项实施。同时，教育部还通过供需对接

就业育人项目平台，及时推广发布项目合作需求，促进校企之间的合作与交流[3]。 

4.2. 学科整合创新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在国内民办教育领域中探索出一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搭建“智

能康养专业群”通过 AI 与康养知识融合通过深度整合 AI 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前沿科技与康养

知识、老年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构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通过与多家养老服务机构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就业率高达 98%，印证了交叉学科构建的可行性。

校内大部分学生都被知名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及科技公司等企业所录用。同时学院还设立了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团队，致力于推动养老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发展。 

4.3. 数据隐私风险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已成为校企合作中的重要资源。然而，由于当前缺乏标准化的数据共

享协议，校企双方在数据交换和共享过程中往往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这导致数据在传输、存储和

处理过程中存在被泄露、篡改或滥用的风险，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隐私泄露事件。同时，数据隐私风险

的存在对学生的个人隐私权益构成了潜在威胁。在校企合作中，学生的个人信息、学习记录等敏感数据

往往需要被共享给合作企业。如果这些数据没有得到妥善保护，一旦被泄露或被滥用，将对学生的个人

隐私造成严重侵害。 
此外，数据隐私风险还可能对企业的商业秘密构成威胁。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往往需要共享一

些敏感的商业信息或技术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没有得到有效的安全保障，一旦被泄露或被竞争对手获取，

将可能对企业的商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数据隐私风险还可能影响到校企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

旦数据泄露事件发生，将可能引发双方之间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到合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建议校企联

合制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规范》，明确公开数据(课程评分)、受限数据(学生行为记录)、机密数据(科研

成果)的使用边界，采用联邦学习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部署区块链加密存储确保数据不可篡改。

同时，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如网络安全公司)定期评估数据安全，建立违规追责与补偿机制。 

5. 述评 

在理论层面上，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广泛聚焦于技术应用，但在探讨“交叉学科–生态协同”的联动

机制方面仍显得不够系统和完善。在实践层面上，国内通过政策驱动在教育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尤其是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推动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培养。然而，与德国等具有成熟职教体系的国

家相比，我国民办院校在灵活应对市场需求、深化企业参与程度方面仍存在差距。因此，应加快推动“AI 
+ 微专业”的标准化建设，按“基础理论(20%) + 行业案例(30%) + 实践项目(50%)”比例设计微课程(如
“AI + 智能制造”)；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需求，并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分银行与第三方认证体

系，联合行业协会(如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制定能力标准，采用“线上学习 + 企业项目答辩”双轨考核，

颁发行业认可证书。从而增强教育体系的透明度和互认性，促进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人才的广泛流动。

可以实行区块链学分银行实施架构，基于 Hyperledger Fabric 搭建联盟链，接入高校、企业、教育部节点；

通过智能合约定义“1 周实训 = 2 学分”“1 项专利 = 5 学分”等兑换标准，与国家学分银行系统接口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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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支持学分跨省、跨校累积与转换。 
同时要关注到伦理方面的潜在问题，如何确保技术的使用不侵犯个人隐私、不造成不公平的歧视。

同时，数据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数据泄露、滥用等事件频发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在技术创新

的同时要加强伦理规范和法律监管。同时，推动建立数据共享和使用的标准与规范，明确数据权属和使

用权限，保障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此外，积极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新路径。例如，通过加强跨学科研

究，促进人工智能、法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为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同

时，推动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各方应共同参与、协同合作，形成合

力应对伦理与数据风险问题。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职业技术教育转型，既是技术迭代的必然选择，也是教育生态重构的

核心路径。通过交叉学科构建与校企生态联动，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未来研究需进一步结合国际

经验与本土实践，探索智能化、人本化的职业教育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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