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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时代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体系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作为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

亟需通过数字化转型应对产业变革与人才需求结构的重构。本文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必要性

出发，分析了当前全球及中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背景与发展现状，指出我国在技术基础设施、

师资能力、资源建设、产教融合与治理体系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夯实数字基础、

强化师资建设、提升资源质量、优化协同机制及完善治理体系为核心的五大优化路径，以逐步推动职业

教育数字化向更加高质量、融合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的关键，也是推进教育公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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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is accelera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ies wit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a key pillar supporting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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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must underg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respond to industrial 
chang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alent demand.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ne-
cess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policy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oth globally and in 
China, and identifies existing challenges in area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teacher 
competency, resource developmen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system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five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teacher training,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igital resources, optimiz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refining governance system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rves as a critical driver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epresents a signifi-
cant initiative to advanc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facilit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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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迅猛

发展，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与社会结构，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这一变革不仅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现有人才培养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压力。

作为支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正站在数字化转型的风口之上，

亟需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的系统性重构。 
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新兴职业的加速涌现，市场对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

增长，传统职业教育模式在面对技术快速迭代与行业跨界融合趋势时，显现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另一

方面，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职业教育作为连接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桥梁，如

何通过系统性变革提升职业教育的灵活性、适应性与可持续性，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核心议题。 

2.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背景 

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由技术进步和教育改革双重驱动的深刻变革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通

过整合数字资源、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以及强化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对接，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

化，适应现代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1. 全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背景与趋势 

近年来，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纷纷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纳入政策议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发

布一系列关于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文件，积极推进全球教育的数字化变革。例如，2020 年发布的《教

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和学生赋能》，关注数字化连通，表明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2022 年

发布《面向 2030 的高等教育新愿景》的世界高等教育报告，对未来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勾勒。

2023 年发布《技术运用于教育：谁来做主》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则从治理角度反思数字技术在教育中

的角色。这些报告及政策文件均强调了数字化转型需以公平性、持续性与协同性为核心原则，推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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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普惠共享。 
在国际层面，欧美国家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欧盟则出台《数字教育行动

计划(2021~2027)》，构建“数字能力框架”，明确将数字素养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德国通过“工

业 4.0”战略将职业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双元制”，强调企业参与在教育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此外，Rujira 等人提出的“政策–流程–人员–利益相关者”(PPPS)框架，为职业教育数字化的系统性转

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强调转型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的重要性[1]。Prasetyaningtyas 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数

字化转型不仅提高了职业院校的教学效率，还显著增强了其社会服务及社会经济影响力[2]。 

2.2. 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背景与实践 

相较而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晚，但是政府同样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将其视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自 2018 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发

布以来，国家持续加大政策投入，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落地。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2 年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

教育和培训体系”[3]。教育部召开的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25 年部署会，将职业教育信息化改革列

为重点任务，要求加快“智慧课堂”“智能实验实训室”建设，以适应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变革。 
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正逐步取得实效。根据《2025 年 2 月教育信息化和网络

安全工作月报》显示，截至 2025 年初，全国职业院校共建设 1.2 万门在线课程，其中 50%以上已采用 AI
智能辅助教学，60%以上的职业院校已建立在线实训平台，支持远程操作与虚拟仿真实验。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职业教育专区访问量突破 5 亿次，用户同比增长 3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数字化技术在职业教育

中的广泛应用。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诸多困难。黄泽文等指出，当前转型过程

中存在“重硬件、轻应用”的倾向，需在加强数字化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资源内容开发与教学实

际应用的衔接[4]。张俊青强调，数字化转型必须打通“教育–产业”通道，构建多元协同、产教融合的

数字化生态系统[5]。徐小容则基于耗散结构理论指出，我国尚存在技术基础薄弱、教师数字素养不足等

瓶颈，指出应通过制度与能力建设的双重驱动实现突破[6]。 

2.3.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已形成中职、专科到职业本科的多层次结构，根据《全国教

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3 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11133 所，在校生 3478.28 万

人，职业教育毕业生 1094 万人，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中，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占比达到 44.77%，逐步成为

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通过整理 2013 年到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稳步发展，具体数据变化见图 1。 
截至 2024 年，我国职业教育共设专业 1434 个，涵盖 19 个专业大类、97 个专业类，基本覆盖了国民

经济各个主要领域，特别是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70%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

员来自职业院校。 
然而，从人才供需结构来看，当前职业教育仍面临结构性矛盾与现实挑战。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

规划指南》提出的预测，到 2025 年我国多个关键制造业领域将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其中，高档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领域预计缺口达 45 万人；电力装备领域缺口高达 90.9 万人；新材料领域缺口约为 40 万人；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也将面临 4.5 万人的人才缺口。这一系列数据不仅反映出高技能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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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需求，也从侧面揭示出当前职业教育体系在适应产业升级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Figure 1.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13 to 2023 
图 1. 2013~2023 年职业教育相关的数量分布图 

 
综上所述，面对新技术催生的多元化、复合型人才需求，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进

步的自然延伸，更是教育体系应对产业升级与人才结构调整的必要路径。因此，在智能时代背景下，深

入探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及其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3.1. 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 

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实

现公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首先，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网络、设备等

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完善，而中西部及边远地区则普遍存在设备老化、网络覆盖不足、数字资源缺乏等问

题，导致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起跑线”并不一致[7]。其次，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极为不均，优质

的数字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和重点高校，而基层职业院校在数字设备、教学平台、技术服务等

方面明显滞后。此外，资金投入不足亦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部分职业院校由于经费紧张，难以承担

高性能服务器、5G 校园网络、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建设与运维成本。在在线

教学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一些学校因基础设施不完备，难以保障正常教学秩序，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持续扩大，COVID-19 疫情的爆发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数字鸿沟”已成为制约教育公平的重要障碍之一。 

3.2. 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缺乏数字素养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教学能力，疫情期间向远程学习的过渡暴露了教师数字技能的

严重缺陷，这阻碍了有效的教育实践。Aimah 的研究表明，由于缺乏对数字素养的掌握以及使用数字技

术创造有意义的学习体验的能力，导致教师心理压力和学习体验不佳。同时，教师经常难以利用数字学

习平台和创建引人入胜的内容，这也同样限制了与学生的互动及在线教学的有效性[8]。 
教师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执行者，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目前部分职业院

校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认知不足、运用能力有限，无法有效运用数字工具进行教学设计与课堂管理，导致

数字化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其教学效益。此外，师资队伍结构老化、培训体系不健全也是影响其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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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重要因素，教师缺乏融合数字工具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创新的意识与实践经验，形成“硬件上去

了，软件跟不上”的困境。 

3.3. 数字资源建设质量不高、应用不强 

虽然近年来在线课程和虚拟实训平台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高职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仍存在明显短板，

表现为内容重复、质量参差不齐、师生互动性差以及与实际职业场景脱节等问题。一项对中国高职 MOOC
学生评论的分析发现，许多课程内容浅显、缺乏实用性，重复建设问题严重，难以满足学生对专业深度

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双重需求。此外，课程开发常以“应付检查”为导向，缺乏对行业标准和岗位技能的

深度契合，导致教学资源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率偏低，教学与职业能力培养脱节的问题日益突出[9]。 
高职院校在教学中缺乏有效的线上互动设计，学生学习黏性和参与度较低，线上资源往往“用而不精”，

甚至被边缘化。即使部分学校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平台系统，但教师对其实际使用率不高，部分原因在于教

学资源难以与课程教学无缝衔接，教师缺乏数字教学设计能力和有效使用培训，形成“重建设轻应用”的

普遍倾向，数字资源难以真正支撑教学提质增效，也难以满足学生动手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的培养需求。 

3.4. 校企协同机制尚未完善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要求教育与产业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动关系，但

目前许多院校在企业资源整合、项目共建、数据互通等方面尚未形成有效机制，仍存在合作层次浅、企

业参与度低、合作模式单一、数字资源共享意愿不强等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合作层次仍停留在浅层合

作，在学生实习、培训基地共建等方面，尚未上升到联合制定课程、共建教学团队、共研岗位标准等系

统性融合层面。此外，尽管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和线上实训系统等信息化工具在学校被广泛应用，但在实

践中，由于企业数据保密性强、系统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依旧受限[10]。目前许多合

作项目未能真正对接企业技能标准和用人需求，学生培养方案与行业脱节，难以实现“双元育人”目标。 

3.5. 数字化治理体系尚不健全 

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科学、系统、规范的管理

机制。陈元勇指出，当前教学数字化推进中普遍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长远规划、

评价体系不完善以及师生管理制度薄弱等方面。此外，他强调，管理制度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教学数字化

的规范性与持续性，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治理效能的发挥[11]。 
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教学手段的变革，更涉及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人才管理与质量评估

等多维度系统重构。然而，职业院校在协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距，治理模式多依赖传统层级体系，

缺乏基于数据驱动的跨部门整合机制。在具体执行层面，部分院校仍未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导致

数据孤岛、重复建设、信息流失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组织价值创造与数字治理成效[12]。 

4.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 

面对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发展瓶颈，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走向系

统集成与深度融合。针对当前存在的基础设施薄弱、师资素养不足、资源应用低效、产教协同缺位以及

治理体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构建科学高效的转型路径，

推动实现“以数字促融合、以融合提质量”的战略目标。 

4.1.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优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完善技术基础设施，解决地区间“数字鸿沟”问题。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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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与技术支持，特别是向中西部及边远地区职业院校

倾斜，实现网络、终端、数据中心等关键资源的普遍覆盖与高效运行。推动 5G 校园网络、智慧校园、虚

拟仿真实训平台、AI 辅助教学系统等智能技术在教学场景中的深度融合与常态化应用，为数字化转型提

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公共资源平台向基层院校开放接口，保障教育资源普

惠共享。可以探索构建“校校互联–省级统筹–国家支撑”的多层次数字基础架构体系，逐步实现职业

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4.2. 强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育，提升教学创新能力 

教师面对数字教育挑战的关键在于具备并不断发展“与工作相关的数字能力”，将提升教师数字素

养与教学创新能力作为核心任务。一是完善信息化教师培训体系，完善“岗前培训 + 在岗提升 + 项目

研修”三位一体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机制，通过“线上 + 线下”“校本 + 校外”等多元培训方式，引

导教师掌握数字教学工具与教学设计理念。二是鼓励高校与产业联合设立“教师数字能力提升中

心”“企业实践工作坊”，为教师提供基于真实产业场景的教学设计训练平台。三是引入“数字导师”

制度，通过组建跨代协作团队，推动老中青教师在数字工具使用、教学内容开发与课程创新方面的合作

成长。 

4.3. 完善高质量数字资源体系，提高资源应用效能 

为突破“重建设轻应用”的困局，必须健全高质量、标准化、可持续的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建设机制。

一是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区域资源中心，建立国家级职业教育数字课程与资源质量评估体系，推动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标准化建设，避免内容重复和资源浪费，推动资源与行业标准、岗位能力模型深度对

接。二是推动“教学资源–实训资源–职业标准”三位一体的资源共建共享，鼓励高校、企业、科研机

构共同开发岗位导向、产业对接、技能聚焦的高质量课程资源，提升数字资源的专业性、实用性与适配

性，打破“孤岛式”建设的局限，实现资源共育共用。三是完善数字资源教学场景的嵌入机制，通过“课

中嵌入、任务驱动、实操验证”的教学设计路径，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与能力生成度。 

4.4. 构建多元协同发展机制，优化产教融合数字生态 

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其核心在于培养与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技术技能

人才。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应该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构建平台化、共享化、开放化的校企协同机制。一

是健全“政府引导、行业支持、平台共建”的合作体系，建设一批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数字产教融合

平台”，实现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的实时对接。二是推进“共建专业、共研课程、共享资源、共育人才”

机制，推动院校与企业共同参与数字化转型全过程，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平台建设、技术服务等方

面深化合作。三是推动职业教育数据与产业用人数据互联互通，建立数据协同机制，实现从“供需对接”

向“智能匹配”的跃升，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真实感与职业实践性。 

4.5. 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推进数字治理变革 

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在于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升级。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统一的

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标准体系，制定明确的数据标准体系和共享规范，推动不同教育层级、院校、行业企

业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打破“数据烟囱”和“信息孤岛”。二是建立职业教育大数据中心，整合学生

学习行为、教师教学过程、企业用人需求等多维数据，为治理决策提供全面、精准地支撑。三是通过引

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建设可视化教育管理平台，实现对学生发展轨迹、教学质量、课程资

源配置等的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以数据为依据，开展动态资源调配、教师评价、质量监管等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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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5. 结论 

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智能时代发展趋势的重要方向，有助于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产

业结构调整以及回应多样化的人才培养需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教师数字能力、

教学资源质量、校企协同深度以及治理体系完善等方面仍面临一定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与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面对这些挑战，本文重点在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教师培训、优化数字资源、健全

协同机制和推进治理体系数字化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指出逐步构建融合、智能、平台导向的职业教育

生态。未来，应持续深化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融合创新，以数据驱动决策，以技术提升效能，推动职

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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