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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产业体系、迭代新型职业岗位形态的时代语境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优化

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强化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级的战略必选项。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心以及数字化转型

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就是“三教”改革。本文聚焦于“三教”改革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之间的紧密关联

展开深度研讨。一方面，剖析“三教”改革在契合产业发展走向以及优化育人模式方面所具备的关键作

用与重要价值；另一方面，针对教材、教师、教法在数字化改革进程中呈现出的滞后状况展开细致探究，

进而探寻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同时，对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进行系统分析，期望以此为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增添助力，推动职业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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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eply reconstructing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iterating new 
forms of vocational position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 stra-
tegic necessity to optimize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e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ervic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oc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theo-
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This ar-
ticle focuses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dissects 
the crucial role and significant value of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in aligning with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it con-
ducts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agging conditions exhibited by textbooks, teacher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eform, and explores feasible reform measures. Mean-
while,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form, with the hop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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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经济结合和产业形态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重大影响，职业教育已站在一场亟需推进

的变革悬崖边缘，容不得片刻迟疑。工业生产和服务受到技术的重大冲击，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技术也催生很多全新的岗位和职业，企业在跨领域协同能力、智能机械操作水平和数字化素养等方

面的要求都在大幅提高。如果职业教育无法打破传统教育的束缚，那么就会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

节现象越来越严重，无法为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提供保障。职业教育改革和数字化转型的融合已

经迫在眉睫，职业教育改革重心就是“三教”改革，也就是从教师、教材和教法三个方面进行变革，这样

才能培养高度契合企业发展、符合数字化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1]。实际上，教师数字化水平差异性很大，

而且多数教师对于数字教学工具的使用并不熟悉；教材内容落后，数字化建设并未及时进行，没有融合

产业先进技术；陈旧教法与数字化时代脱节，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锻炼。由此，

基于“三教”改革背景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度必须加快，这样才能使职业教育走出当前的困境，在

数字化时代中寻求发展之路，进而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提供推

动力。 

2.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蕴  

在职业教育持续演进的进程中，对教育质量提升的关注度与日俱增[2]。“三教”改革与数字化转型

理应携手共进，二者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变革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三教”改革聚焦于教师、教材以

及教法的革新：教师改革的要点在于师资队伍能力强化与结构优化，致力于打造兼具数字化教学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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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养的“双师型”教师团队。这一举措既契合数字化教学的发展趋势，又能有效激发并培育学生的

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教材改革的重点在于教材内容和形式，如纸质教材转变为立体化和数字化教材，

教材内容融入虚拟仿真和案例等，确保教材内容与产业需求、岗位要求和产业技术匹配度更高；教法改

革是以虚拟现实、项目教学和线上线下教学等多样化教法的融合和创新为主，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学习，

提高数字化运用水平。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化时代发展背景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

大数据等技术，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评价、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等进行更新和变革，使人才培养、教学

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得以优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协同并进，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师的数字化素养

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教师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决定其数字化工具运用情况；转型是以数字化教材为基础，

数字化教材可以为教学提供丰富和前沿的资源与技术；转型过程中创新教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以数字

技术为基础进行创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师和教材改革的基础上，育人成效会更加显著。三者相互协调，

共同发挥作用，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也为培养高度契合数字化经济发展需求的优

秀人才奠定基础。 

3. “三教”改革视域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重任就是培养出更多契合数字化转型技术岗位要

求的人才。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在不断增快，岗位在技术人才方面的要求也在提高，要求在数字化方面

具有灵活运用和多元能力，然而职业院校还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桎梏，并没有在人才培养方面紧密贴合

产业数字化需求展开工作。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3.1. 职业院校教材数字化程度不高 

“三教”改革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下，影响培养人才质量和教学创新的最重要问题就

是职业院校教材数字化水平偏低。目前，职业院校教材数字化资源匮乏，传统纸质教材依旧是教材的主

题，而数字资源只有少量且未形成体系的课件、电子文档等，数字化教材资源没有建立系统化和沉浸式

的资源数据库。虽然少数院校已经开始应用数字化教材，不过并没有将行业先进技术、案例和虚拟仿真

试验等融入进来，依旧是以传统的理论知识内容为主，与数字化教学发展背景下的思维创新培养和实践

能力锻炼等需求并不相符。除此以外，教材并没有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及时更新[3]。数字化时代的

新标准、新工艺和新技术等更新迭代速度飞快，职业院校通常几年才会更新一次教材，这必然会导致教

材内容滞后，学生就业后在岗位适应上面临很多困难。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为例，教材中的案例还是

以几年前为主，但这些技术在行业中因过于滞后已不再适用，学生很难学习到行业前沿技术。教材内容

更新不及时和数字化资源匮乏等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数字化教学难以开展，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

约性也非常大，由此体制创新和资源整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3.2. 职业院校教师数字技术素养有待提高 

随着“三教”改革持续点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引擎，职业院校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的薄弱环

节持续暴露，成为横亘在转型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高山。一方面，教师群体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参差不齐，

多数人虽具备基础办公软件操作技能，但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兴数字技术时，往往只掌握了浅层次的知

识，难以深入应用。例如，很多教师对数字化教学工具包括人工智能、AR 和 VR 等并未掌握，无法通过

这些技术实现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的创设，数字化教学方式单一。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师仍未摆脱传统

教学方式的束缚，并未真正将教学和数字技术结合起来，也没有采用数字化的教学、评价和资源整合方

式，这些教师还是以灌输知识的方式进行教学，没有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存在的这些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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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度难以进行，需要从数字技术应用、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入手[4]。 

4. “三教”改革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4.1. 教材改革：教材内容的开发与更新 

教材改革在“三教”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教材内容的开发与更新对人才培养尤为关键[5]。目

前产业数字化发展速度飞快，岗位需求不断增加和更新，要求也越来越高，技术更新迭代速度也很快，

教材应当紧跟产业发展动态实时性更新，改变教材内容落后阻碍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为确保教学内容紧

跟产业发展步伐，职业院校需构建由行业专家、企业技术精英及专业教师组成的协同开发机制，扎根产

业一线进行实地调研，敏锐洞察行业变革趋势，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转化为教学资源，有效

弥合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之间的差距。此外，先进的数字技术也需要及时引入进来，包括数字孪生技术

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案例等；为让电子商务教材紧跟行业前沿，可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营销策略，以

及人工智能客服系统的搭建全流程，有机整合到教材内容之中。综上，教材内容成为产业动态化的“晴

雨表”。而且，数字化技术使教材通过多样化方式展示，并研发了线上课程和虚拟仿真试验等，使教材

趣味性和实用性都得以增强，而且更具有时代的前沿性和鲜明的特点。加快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能够将学生培养成符合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综合型人才。 

4.2. 教师改革：师资的引入与能力提升 

教师改革在“三教”改革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为教材内容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这

样说，如果缺乏高水平的数字教学能力的教师团队，教材改革也难以实现。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提升的重

点在于综合型人才的引入、培训力度增大和激励政策的实施。为适应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职业院

校应重新构建师资引进体系，摒弃传统单一专业导向，将数字技术素养与产业实战经验作为核心评价要

素，积极与数字科技企业、产业研究院所建立人才输送通道，大力引进精通前沿数字技术、熟悉职教规

律与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让其深度参与教材开发与课堂教学，为教材内容注入创新活力与产业动能。

此外，对培训和激励制度建立健全，从入职、提升到研修整个过程都制定完善的培训体系，聘请数字技

术专家和行业专家来校讲座和培训，帮助教师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和工具应用能力；开设专项基金，对于

数字教材研发与更新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相应的奖励；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应涵盖数字教学能力这一指标，

使教师在数字教学能力的提升上产生内驱力。综上，从多方面入手促使教材内容和教师能力高度契合数

字时代发展，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6]。 

4.3. 教法改革：教学理念与形式的更新 

教法改革在“三教”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目前正处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时期，

教法改革是育人质量和成效提升的关键点。职业院校要高度重视教法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突破传统教学

的束缚，改变以教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将学生置于教学中心，围绕素养培育开展教学，确立“运

用数字技术手段、支持学生个性化成长”的创新教学思维。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生喜好和学情进行深入

全面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推荐个性化资源并制定针对性学习方法，使因材施教真正实现。此

外，在教学方法上积极创新，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项目式、虚拟仿真情境式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将虚

拟现实(VR)技术引入机械拆装、医疗护理等实训教学环节，构建逼真的虚拟操作环境，使学生如同身临

其境般进行实操训练；借助线上分组项目实训，促进学生数字运用能力和合作能力的提升；利用人工智

能实现学生学习反馈和解答疑惑等。引入前沿技术并建立实时性、智能反馈和精准定位的智能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学气氛更有活力，有利于职业教育的个性化发展，为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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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5. 实施成效 

随着“三教” 改革的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得到有力推动，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

学成果产出以及社会认可度提高等方面均获得较为理想的成果。对于人才培养，以产业需求为基础推进

教材内容、教师队伍和教法的改革，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技能水平进一步契合数字时代的产业岗位需求。

毕业生既具备系统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又掌握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后具有较

强的就业竞争力，入职后有能力成为企业技术翘楚。对于教学成果，教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进行探索和

创新，大力融合虚拟仿真、虚拟仿真课程和数字化教材等资源，在多次职业技能竞赛中学生都得到了很

好的成绩，取得的奖项逐年递增。对于社会认可度来说，职业院校“三教”改革有利于人才培养，企业对

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知识和能力方面更加满意，更积极主动地与院校合作，共同构建项目实训、订单班等，

学生及其家长看到职业教育的希望，也就会刺激报考职业学院，有利于职业学院生源的增加，当然院校

在社会影响力和口碑上也都有所改善，使其从规模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6. 结束语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全球大环境下，职业教育改革已刻不容缓。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带来的冲击，

催生出诸多新兴岗位，企业对人才的数字化技能、跨领域协作等能力要求愈发严苛。在此背景下，职业

教育改革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成为必然，“三教”改革(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是关键着力点。然而，

当前转型面临诸多挑战。教材数字化建设滞后，资源匮乏且更新迟缓，传统纸质教材仍占主导，数字资

源碎片化，难以满足教学创新需求。同时，教师数字技术素养参差不齐，多数教师虽具备基础数字技能，

但对新兴技术掌握不足，教学方式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数字技术开展教学。为推动转型，需从三方面发

力。教材改革上，建立行业、企业、院校协同开发机制，紧跟产业动态，实时更新教材内容，融入数字孪

生、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数字技术。教师改革方面，优化师资引进标准，引入兼具数字技术与产业经验的

复合型人才，完善培训与激励机制，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教法改革方面，革新教学理念，以学生为

中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线上线下混合、项目式、虚拟仿真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

趣。随着“三教”改革的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效初显，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学成果丰富、社会

认可度提高，推动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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