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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面临着深刻变革。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相结合的方式，

深入探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使职业教育教学形态在教学活动、教学结构和

教学模式等多维度发生变革，教学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教学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教学模式从灌输性

转向建构性。同时，以新加坡ITE人工智能教学合作和葡萄牙鲁班工坊EPIP教学模式为代表，分别展现出

“技术工具适配场景、校企协同解决问题”与“实践导向、国际化闭环培养”的特点，二者共同指向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路径：以技术为支撑、以教师为主导、以产业为纽带、以国际化为视野。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教学模式创新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Xinping Tang 
Teachers College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y 30th, 2025; accepted: Jul. 1st, 2025; published: Jul. 8th, 2025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ing profound chang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demonst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led to changes in the teaching 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ing structure and teaching mode. Teaching activities have changed from cl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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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teaching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and teaching mode has changed from 
indoctrination to constructivism. At the same time, represented by the I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cooperation in Singapore and the EPIP teaching mode of Luban Workshop in Portug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cal tool adaptation scen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practice-oriented, international closed-loop training” are shown respectively. Both of them 
point to the core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er-led, industry-link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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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加速迈入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的深

层次变革亦随之展开。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经济紧密衔接的教育类型，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驱动的

外在要求，更是实现“自我赋能”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必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强
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1]，2022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亦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与《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 年)更是将“教育数字化”在宏观国家层

面进行统筹安排，明确要求以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相结合，旨在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框架，同时

为政策制定者、院校管理者及一线教师提供参考，助力职业教育在数字时代实现“适应性增强”与“高

质量育人”的双重目标。 

2. 职业教育教学形态：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多维度变革 

2.1. 突破传统藩篱：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开放新篇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课堂教学长期以班级授课制为主导。自夸美纽斯提出“一个先生可以同

时教几百个学生”，为班级授课制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职业院校的教学便遵循着固定班级人数、固定

教师、固定教学内容和流程的模式开展。教师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对固定编班的学生面对面授课[2]。这种

模式虽保障了教学计划的有序推进，确保了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与连贯性，但也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其

过度追求固定性与确定性，导致知识传授和组织结构僵化，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因材施教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难以有效落实。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发生了重大变革，实现了从封闭性向开放性的突破。

一是打破了时空限制，构建起了“无界教育”模式。借助信息技术，教师和学生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

缚，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就能随时随地接入在线课堂，开启教与学的过程，并且能根据自身需求自由

切换学习场景。例如，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复习课程内容；教师也能在不同地点

进行授课，不再局限于传统教室。这种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授课方式，充分满足了师生的个性化需求，

让教学活动变得更加自由和便捷。二是在知识获取方面也展现出极大的开放性。相较于传统线下课堂，

教师在在线教学中能够更轻松地引入、传输各类优质教学资源。这些资源丰富多样，涵盖了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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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的知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接收或挑选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以技术技能学习为例，学生可以通过反复观摩操作视频，加深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与掌握，提升自主学

习能力，构建起一个泛在化的学习世界，让学习不再受限于课堂的时空范围。 

2.2. 打破单一僵局：职业教育教学结构的多元蜕变 

在传统的教学体系里，教师在班级中占据着绝对权威地位。从空间布局来看，多数理论课上，教师

主要活动于教室前方的讲台区域，学生座位整齐排列成“秧田型”，这种空间布局使得整个课堂教学处

于教师的强权控制之下[3]，便于掌控课堂，但也造成师生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形成对立状态。从知识

传授角度而言，教师是知识的来源，课堂教学大多呈现出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模式，学生被动接受知

识，参与度和自主性受限。 
随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打破了传统教学结构的单一性，推动教学结构朝着多样化方向

发展，构建起更为丰富多元的教育生态。一是借助信息技术，打造出了多样化的教学空间。与传统“秧

田式”教室不同，线上智慧课堂提供了诸如“U 型教室”“多边教室”等多种选择。在这些新型空间

布局中，师生能够实现对等交流，改变了传统课堂中教师单向输出、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让学生在

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师生关系更加平等、互动性更强。二是优质教育资源在数字化环境中的

富集，为构建多元教学资源体系筑牢根基。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汇聚了专业资源库、在线精品

课程及视频公开课程等丰富资源，充分契合师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与此同时，职业院校与政府、企

业协同合作，共同开发电子教材及专题学习资源，打破了知识传播的壁垒，推动教育资源实现均衡分

配，让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取到适配的学习素材。三是教学形式也更为多样。依据戴尔

的“经验之塔”理论，多样化的媒体能够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数字化环境下，教师可灵

活选择腾讯课堂、MOOC、雨课堂等支持教学的专业平台，也能选择抖音直播、腾讯会议等社交软件

或直播软件，还可以采用 MOOC + 直播的混搭方式组合教学[2]。这种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将班级授

课制的规模化优势与个性化教学的精准性优势有机融合，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升

了学习效果。 

2.3. 摒弃灌输旧习：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建构转型 

在传统职业教育体系里，教学任务主要围绕让学生获取未来工作所需的实践知识与技能展开。在规

定学制内，学生往往要通过大量背诵和练习，促使外在知识逐步内化。这一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

状态，教师不断增加讲座和练习，像填鸭一样向学生灌输知识，这种方式阻碍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的道

路，严重限制了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 
“真正的教育绝不容许死记硬背”，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教学在建构式教学领域展现出传统课堂难以

企及的优势，推动教学模式从灌输式向建构式转变。其一，数字化教学为学习者提供多元学习资源与仿

真训练，深度契合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强调，知识获取并非单纯依赖教师传授，而是学习者在特定情

境中依托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实现知识掌握。借助数字化教学的开放与多元特性，学生得以

接触多元渠道的知识内容，进而结合自身经验与认知基础，在对比分析不同知识时深化问题理解，在多

样化实践中熟练掌握技能。这一主动探索、批判性思考的学习过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的核心内涵。其

二，以 AR、VR 等技术为支撑构建的高仿真工作场景与实训环境，催生了丰富的具身化数字技能学习资

源。学习者可在此环境中通过交互感知与具身体验，借助沉浸式、场景化学习实现知识技能的深度迁移。

尤其对实验条件有限的职业院校师生而言，数字化教学不仅拓展了教学空间边界，更通过创新知识建构

路径，推动教学模式突破传统框架，实现持续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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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多模态创新 

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工作报告》指出，到 2025 年，AI 技术将在大多数工作中得到应用[4]。在数字

化转型浪潮席卷职业教育的当下，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教学，能够打破时空壁垒，搭建起一个泛在

学习的架构，让学习者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无论何时都能开启学习之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智能

筛选并过滤掉重复性、机械性的冗长学习任务，使学生得以从这类无趣的学习负担中解脱出来，进而将

更多的精力与注意力聚焦于趣味性强的知识内容的研习。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凭借多元化的交互手段，

如智能问答、虚拟学习伙伴等，极大地增强学习过程中的互动性，依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知识掌握

程度、兴趣偏好等多维度数据，实现课程内容与教学策略的个性化定制，助力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

创新变革。 

3.1. 新加坡 ITE 人工智能教学合作：职业教育数智化革新样本 

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ITE)是职业和技术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国家技能认证和标准的主要制定者，

为新加坡的未来经济提供技能培训。 
2022 年 10 月 3 日，ITE 和 Edtech Startup Noodle Factory 正式达成合作，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学习系

统来增强教学和学习。Noodle Factory 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教育科技初创公司，专注于开发人工智能

驱动的解决方案以提升教学效果。该公司开发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需求和能力定制

个性化学习方案，同时通过提供人工智能辅助的自适应辅导、考试准备以及练习评估的创建和评分等功

能，一键式操作即可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这是 ITE 的首次尝试，该学院与 Noodle Factory 合作推出了

一项为期九个月的试点计划，将人工智能引入教学课程。该试点计划在工艺教育学院的商业与服务学院

进行，24 名讲师在 26 个班级和 4 个模块中成功地将人工智能用于教学和学习。 
在为期三年的合作中，Noodle Factory 将协助 ITE 部署其人工智能驱动学习平台，通过自主学习和个

性化辅导提升相关课程的学生参与度，并培训 ITE 教职工利用该平台开展辅导及模拟试卷批改。双方还

将合作开展行动研究项目，探索如何通过 AI 学习系统实现更高效的教学与学习。此项合作将惠及 ITE 超

过 4000 名学生及 300 名教职工。教育工作者可通过该平台规模化开展辅导与备考工作，同时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体验，从而显著提升教学效率。Noodle Factory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Yvonne Soh)
表示：“我们最初与 ITE 接触时，讲师们需利用周末和夜晚时间为学生批改练习试卷。我们很高兴能通

过技术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ITE 首席执行官(MS Low Khah Gek)指出：“我们很高兴

与 Noodle Factory 合作，借助其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及强化学习领域的技术专长，提升学生在线学习的

质量与效果。学生可通过‘Walter’——Noodle Factory 开发的 AI 教学助手进行‘网络聊天’，实时获得

问题解答。该助手将充当个性化导师的角色。同时，讲师可通过‘Walter’收集的数据与分析工具实时监

测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并针对其需求提供及时反馈。” 

3.2. 葡萄牙鲁班工坊 EPIP 教学模式：中国职业教育“出海”的创新样本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职业教育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鲁班工坊作为重要的国际

合作平台，正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葡萄牙鲁班工坊作为欧洲大陆首个鲁班工坊，在推动职业教育

国际合作上成绩斐然，其探索的 EPIP 教学模式，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2023 年

11 月，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Catarina, UFSC)
签署合作备忘录，就 EPIP 教学模式的推广达成初步合作意向[5]。 

EPIP 教学模式根植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致力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它传承了墨子的“行

为本”“亲知”、黄炎培的“建教合作”、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朴素职业教育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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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承，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在模式、话语、标识、体系领域的一个探索[6]。在葡萄牙鲁班工坊的建设过程

中，EPIP 教学模式深度融入教学资源的各个要素，激活了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对实现鲁班工坊的实体

功能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构建递进式人才培养体系。葡萄牙鲁班工坊借助三层次递进式的工程实践创新项目课程体系，构建

从“学徒工人”到“技术员”，再到“现场工程师”的“专业化”成长路径[5]。该体系紧密围绕产业对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注重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能力培养，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构建闭环式培养体系。EPIP 教学模式将自主研发的教学设备、专业教材及教学标准嵌入合作方的专

业培养体系，并借助技能竞赛开展系统性验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闭环培养路径。这种体系不仅保障了

教学过程的科学规范性，更能通过示范效应，为合作方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培养体系注入积

极影响。 
开展特色教学实践。一是以真实工程为载体，教学实践依托实际工程项目，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

境中学习和实践，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以应用为导向，教学内容紧密围绕产

业应用，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性，确保学生所学能够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三是以创新培养为目标，

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四是以项目实践

为统领，以项目为核心组织教学活动，整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PIP 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成效斐然。其一，葡萄牙鲁班工坊在教学过程中借由该模式大幅提升课程

实践性，同时通过技术迭代与师资培训，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使教学内容紧密匹配产业发展前沿

需求。其二，工坊与当地企业深入联动，协同研发课程并依据企业反馈动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

纲。这种深度合作机制促使教学内容持续迭代，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充分彰显教育的应用导向与前瞻视

野，印证了 EPIP 模式在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衔接中的实践价值。其三，该模式实施后，工坊培育出一批

具备高端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显著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力。合作企业反馈显示，此类学生在应对复杂

工程问题及适应动态工作环境时优势显著，既能高效处理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又积极投身创新项目。其

四，鲁班工坊对 EPIP 模式的实践探索，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优质形象。通过与多国教育

机构、企业合作及在国际教育场合的深度交流，其教育模式与培训成效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认同，进一步

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4. 结论与展望：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数字化生态 

4.1. 技术驱动：构建智能化与个性化的教学生态 

“人工智能 + 教育”深度融入课堂教学，持续创新教学模式。它构建起涵盖技术赋能、增能、使能

的技术体系，为教师教学提供大量教学数据，为改进现有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撑[7]，有力推动教育

教学朝着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其一，推广 AI 赋能的自适应学习系统。借鉴新加坡 ITE 与 Noodle Factory 合作的“Walter”AI 助手

模式，开发本土化智能教学平台，通过学情数据分析实现课程内容动态调整，为学生提供“一人一策”

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引入 AI 自动批改、智能答疑等功能，减轻教师重复性工作负担，使其专注于教学创

新与学生指导。 
其二，深化虚拟仿真实训场景应用。结合葡萄牙鲁班工坊“真实工程载体”理念，利用 VR、AR 技

术搭建高仿真实训环境，如智能制造、医疗护理等，弥补偏远地区院校设备不足的短板，提升技能训练

的沉浸感与安全性。通过 AI 模拟复杂工作场景中的技术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挑战的能力，推动“学

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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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师转型：从“数字移民”到“数字土著” 

《全球教育检测报告》提出，数字化素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信息搜集和交流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数

字化素养一般是指通过数字设备和网络技术，安全、适当地访问、管理、理解、集成、交流、评估和创建

信息，以具备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它包括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和媒体素养等

方面[8]。为此，职业院校教师应从掌握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和媒体素养等维度来认识

技术[7]，通过课堂实践建构数字能力体系，进而熟练运用智慧教育装备开展高效灵动的教学活动。 
其次，需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动态适配能力，推动“技术–教师”协同发展。职业教育从业者需实

现从“数字移民”到“数字原住民”的角色转变，全面掌握智能教学工具，主动顺应“人工智能 + 教育”

的发展潮流，合理运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手段与设备。尤其在课堂教学场景中，教师既要在教学设计、模

式构建、方法创新、载体选择、实施过程及效果评价等环节贯穿育人理念，又需将智能教学技术纳入可

操作、可解释、可调控的应用框架，在技术运用中融入创造性思维、情感共鸣与启发引导要素，最终达

成教师专业能力与智能技术的双向促进。 

4.3.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开发数字化资源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下，职业院校的教学模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优化与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成为

提升教育质量、顺应时代发展的关键举措。职业院校应联合企业开发高质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电

子教材、在线课程和虚拟实验室等，以提供更灵活、多样化的学习选择。这些资源需易于获取和使用，

支持多样的学习方式，适配不同学习者的需求[9]。开发过程中，需注重资源的易用性，确保其支持多样

化学习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搭建开放的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也是重中之重。该平台能

够整合各类优质教学资源，促进资源的高效流通与利用，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有效降低教育

成本。通过这一平台，教学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院校也能获取前沿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的

实现，让每个学生都能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 
具体来说，职业院校在优化和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时，可从以下三个核心方面着力。第一，聚焦数

字化教学资源开发。重点打造互动式电子书籍、模拟软件、在线视频课程等，通过实时更新内容，为学

生带来丰富且与时俱进的学习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与创造力。第二，推进共享平台建设。构建开放、便

捷的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打破资源流通壁垒，促进优质资源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共享，充分发挥资源的最

大价值。第三，提升教育公平性。借助共享平台，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资源薄弱地区，缩小区域、院校

之间的教育差距，保障教育起点公平，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4. 国际化视野：输出中国职教品牌 

职业教育领域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主动迎接国际化挑战，深度参与

全球教育治理，在国际职业教育舞台上的地位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10]。据《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数据显示，2022 年高职院校招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达 13,119 人。与此同时，课程标准以及教

学标准的对外输出，已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关键发力点，有力推动着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向前

迈进[11]。 
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绝非无目标的自我展示，也不是单向度的经验移植。这应当是一场双向奔赴

的深度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动态平衡，在双

向互动中促进教育理念、教学资源与人才培养模式的交融互通，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进程中，已深度融入民族特色，构建起内涵丰富、外延多元的独特体系。内生

方面，“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理实一体化”等实践模式；改进调适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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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制、“双师型”教师建设以及大国工匠培养等模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等

改革线路；为应对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迭代挑战所形成的交叉研究、跨界融通理念等都可以

成为职教故事输出的文本构成，以彰显我国职业教育的实力[10]。这些成果共同构成职教故事的核心文本，

充分展现我国职业教育的深厚底蕴与创新实力。在外延维度，虽然中国职业教育经验不具有全球普适性，

但国内各地因地制宜形成的特色实践，精准匹配了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需求，积累了丰富多样

的案例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本。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对

外交流成果丰硕，政策机制日益健全，合作项目形式多样，技术平台建设不断升级，与东盟、非洲等地

区的合作成效显著。通过输出大量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应用型技能人才，在国际援助、工程建设和经贸

合作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显著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未来，依托职教故事的广泛传播，将进

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版图，深化互信基础，增强中国职业教育在全球舞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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