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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强势崛起,职业教育走向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化转型对于职业

教育自身发展的重要价值更日益凸显。 基于对数字技术的学理认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基于数字技

术的系统性创新发展过程,包含自我赋能、秩序生成与范式转变的内涵特征,最终指向重塑职业教育健康新生

态。 据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形成以职业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以校企合作一体化的数字化技能

培训为进路、以职业教育技术理性牵引外化数字样态为旨归的逻辑框架。 为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塑

职业教育新生态,应升级“虚实共在”的数字化思维,更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理念;开展“协同共建”的数字

化项目,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进程;实施“智慧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打造职业教育全域数字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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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强势崛

起将人类社会带入数字化时代,并促使教育领域产

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职业教育已然不可避免地

迎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 在国际上,美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早已抢占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先机,将数字技

能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利用

等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行动领域。 数字

化转型已成为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势所趋。
继“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被列入《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后,教
育部职成司在 2022 年 3 月发布的《职业教育与继续

教育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推进职业教

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22)。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

职业教育应对数字化时代发展与挑战的必然选择,
更是职业教育全系统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重塑职

业教育新生态的内在需求,这已成为当前备受关注

的热点话题。 在此背景下,已有学者指出智能职业

教育是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王洋等,
2022),必须利用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赋

能,并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徐国庆,2016)、
在线教学模式(李鹏等,2020)、智慧课堂建设(曾欢

等,2019)、智能生态体系(韩毅等,2018)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拓宽了关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视域。
但是对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究竟是什么、如何转

型以及转向何处,往往止于国际经验的借鉴和应对

时代挑战的外延审视,或者将之置于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笼统主题下,缺乏一个系统全面且精准聚焦的

学理概括。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跳出以往就时代发

展所需来讨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窠臼,抓住数

字技术这一核心要件,即从数字技术的表象与实质

入手揭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表征,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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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道器合一”的价值逻辑(朱德全等,2020)
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框架,进而明确其

行动路向。 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把握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对于未来开展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项目计划和试点行动或有裨益。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表征

数字技术具有巨大的变革潜力,但我们尚未研

究清楚如何发挥其潜能(UNESCO,2021)。 理解数字

技术是理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数字技术

不仅是一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表征形态的技术

工具,背后还隐含了技术“自我创造的过程” (布莱

恩·阿瑟,2014,p. 190)和特定共同体所持有的信念

价值与行为方式(托马斯·库恩,2012)。 因此,可以

从技术迭代、秩序生成与范式转变三方面理解职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刻内涵与表征形态。
1. 技术迭代:以数字技术增强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动能

人类社会每一次革新无不是由技术引发的。 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数字技术革新下的产物,
更是职业教育“自我赋能”的内生发展需要。 转型不

是最终目的,最终目标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与健

康新生态的重塑。 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

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既表现出数字技术驱动、过
程变革、持续创新等共性特征,又具有对数字技术从

适应到利用再到创造的天然优势,可以通过转型本

身实现内部持续增能与自我升级,这是职业教育与

其他类型教育在数字化转型上最本质的区别。
其一,就类型属性而言,职业教育横跨职业域、

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是一种典型的跨界融合型

教育(朱成晨等,2020),以技术本体为支撑体现其职

业导向、教育理想与社会价值,催生出兼顾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技术理性,实现对技能人才培养与技能型

社会建设的引领。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就是要以数字技术联结不同场域,并通过

场域间的融合共生彰显数字技术内隐的思维意识与

技术精神,即以数字技术独有的文化基因作为职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牵引,推进职业教育在资源

建设、技能培训、质量评估等方面的数字化发展。
其二,就人才培养而言,现代化的产业链需要高

新技术和技术人才的支撑(朱德全等,2022)。 随着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触角延伸到

工作场景中的方方面面,催生出一大批新业态与新

职业,市场对人才的技能需求与日俱增。 到 2030
年,在我国所有制造业工人中,与体力和人工操作技

能相关的需求量将减少约 12% ,以数字化技能、高级

IT 和编程技能等为主的技术技能需求或将增加

58%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p. 33)。 随着数字化

的转型推进,职业教育不仅将更注重对高技术技能

人才数字技能的培养,而且更将以数字技术为纽带

联通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工作领域和不同素养能力,
突破原有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定义,面向交叉

复杂、协同智能的未来社会培养高素质数字技能

人才。
其三,就产教融合而言,一方面新兴产业的蓬勃

发展倒逼职业教育走向数字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职

业教育也以其对数字技术的理性认知与智慧把握,
发挥其在技术研发与技能人才供给上的优势,基于

数字技术构建集技术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为

一体的生态网络,加速从技术孵化到研发生产的过

程,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随着产业数字化程度

的提高,职业教育也能获得更优质的平台条件,推进

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2. 秩序生成:平衡职业教育适应发展与变革创

新的张力

所有技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技术中被创造出来

的,新技术既取代了那些崩溃了的技术或工业,又可

以轻易地建立起新的“机会利基”①,去静待更新的

技术来占据它(布莱恩·阿瑟,2014,pp. 194-200)。
得益于技术的自我创生,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对技

术的控制运用从实体转向虚拟,从格式升级走向价

值激活,数字技术正是在此演进过程中逐渐涌现。
由此,职业教育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必然要把握住数

字技术的演变规律,发挥数字技术的生态潜力,平衡

由技术自我创生所带来的适应与创新的张力,通过

建立自身发展的内在秩序,来防止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异化为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的简单嫁接,避免

技术决定论下因对数字技术的运用狂欢而招致职业

教育人文关怀与社会精神的遮蔽与消解。 秩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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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事物的有序稳定与动态平衡,包含一致性、结构

性与约束性三种状态(高峰,2008)。 因此,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实际上不仅仅是由“旧事物”发展为“新
事物”的结果,更是一个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交织共

生、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
具体而言,一致性状态是指最新涌现的数字技

术与职业教育原有技术进行组合,诞生驱动职业教

育发展的新技术,而且“随着新组合创造更新的组

合,系统中的元素出现了爆炸性增长” (布莱恩·阿

瑟,2014,p. 202),新旧技术在替换与生成中逐渐趋

于同形,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建立在技术稳定、集
聚的基础上而非轻易受新兴技术的“摆弄”。 结构性

状态强调职业教育主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与数字

技术以及由其联结的多元主体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结构关系。 一方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遵循

人对技术从适应利用再到发明创造的规律,并且随

着人机协同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在各类生产活动中

将由操作者变为创造者;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联通

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建立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技术平台与沟通机制,并通过数字化

技能培训进一步在校企之间缔结责任共担与利益共

享的发展关系,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协同发

展。 约束性状态强调规则对主体行为的要求。 职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处于特定规范体系下的发展过

程,这一体系由法律、标准、观念、文化等要素构成。
一是以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来明确职业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定位与技术任务,防止转型中

出现“非此即彼”的颠覆性错误;二是以职业教育的

技术理性彰显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性,确保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具有协调稳定的内在价值趋向与精神

指引。
3. 范式转变:促进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全系统

深度融合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意涵早已超出数字技术

与职业教育的叠加组合,走向了数字技术与职业教

育全系统的深度融合。 这本质上是一种范式的转变

与跃迁,强调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的主体、内容、空
间、治理、思想、文化等要素的渗透与变革,从而形成

全息开放、永续发展的职业教育健康新生态。 从这

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包含三个层面:一
是以技术应用为表征的器物之变。 数字技术的革新

率先作用于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等外在形态,如以

AR、VR 等技术为支撑的职业教育智慧课堂、虚拟仿

真学习空间、云课程、在线资源等,具身化、虚拟化、
智能化的学习场景及其衍生出的数字化资源应用于

职业教育,促使其教学方法和教育模式发生数字化

转型。 二是以技术治理为核心的结构之变。 治理是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并且只有数字技

术与职业教育内部要素、结构与功能互嵌耦合,职业

教育才称得上实现数字化转型。 技术治理不仅是指

职业教育治理手段的技术化,其本身更作为一种治

理体制,包含多元的治理主体、协商的治理过程和复

杂的治理机制,塑造了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教学模

式、学习空间等要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网络化

结构,进而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生态格局的形

成。 三是以技术思想为引领的思维之变。 除速度和

广度之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同

的学科之间、成果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变得更为普遍

(克劳斯·施瓦布,2016,pp. 6-8)。 以协同关联、融
合创新为表征的技术思想重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

式,并引发与促进着职业教育思维方式的变化。 单

一的线性思维或纯粹的计算思维已无法适配数字化

社会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必须转向以数字技术

与数据信息为基础,以人文关怀为旨归的关联性思

维、交互性思维、系统性思维,以此作为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认知支柱。 只有先变革思维方式,进而

以思想之变引领器物与结构之变,数字技术之于职

业教育才能实现从简单叠加到深度融合的系统性

赋能。
综上,本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

基于数字技术的自我赋能过程,指以职业教育技术

理性为价值引领,在一定秩序规范下将数字技术全

方位渗透到职业教育全系统中,推动职业教育在思

维理念、内部结构、外在形态等层面变革创新,实现

内部持续增能与自我升级,最终塑造职业教育动态

开放、永续发展的健康新生态。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框架

对数字技术表征形态的认识以及对暗含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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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道器合一”价值思想的理解是构建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逻辑框架的前提。 职业教育的“技术之器”
强调技术工具、设备及其运用,“技术之道”则是引领

技术学习的精神理念。 由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就形成以数字化新基建为起点、以数字化技能培训

为进路、以职业教育技术理性为旨归的逻辑框架。
1. 以职业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逻辑起点

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在于职业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指
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信息化为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信息

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
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2021)结合职业教育跨界性与适应性的

特点,支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要以数字

技术为基础,实现云端、远端以及身边 “人—机—
物—环境”的跨时空重组与融合,构建智能技术生态

(杨现民等,2021),并且关键在于解决职业教育在数

字环境、资源、系统等方面的堵点问题,包括三个重

点方向。
一是构建智慧课堂与虚拟仿真实训空间。 数字

技术有利于职业教育物理空间边界的延展化,以实

体在场与虚体在场为表征(朱德全等,2021a),形成

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两个空间以数字化信息为纽

带,实现联通、交互、映射与增殖(祝智庭等,2022)。
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首要条件是数字化环

境,除了配备校园网络、多媒体等实体信息化教学设

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建设智慧化、数字化、虚拟化

的实践场域,支撑职业教育的课堂教学、实验实训、
顶岗实习与双创教育。 智慧课堂是依托硬件系统、
应用软件系统和资源平台整合构建的课堂交互教学

系统以及技术设备(曾欢等,2019),强调在职业教育

课堂教学中实现人人、人机协同互动,指向学生自主

学习与创造性学习的发生。 虚拟仿真实训空间则是

以 AR、VR 技术为支撑,融合了职业技能学习空间与

真实工作场景的虚拟环境,既有利于“实现对学习内

容和认知对象的多模态感知与交互,从而提高学习

环境的沉浸感并促进知识的深度学习和迁移”(赵瑞

斌等,2021),增强技能习得的具身体验,又能规避真

实工作场景中的安全风险,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
二是供给数字教育教学资源。 以资源库建设为

重点,纵向上贯通国家、省市与学校三级,横向上联

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
围绕知识内容、教学工具和辅助服务三方面,“以职

业院校为核心释放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活力”(祁占勇

等,2020),推动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开发。 在知识内

容上,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智慧职教等平

台为依托,遵循“专业群—课程群—技能群”的建设

逻辑,形成以技术原理类、实训模拟类、创新创业类

为基本结构的在线课程体系和包含教学案例、考试

题库、融媒体教材等的在线教学资源库;在教学工具

上,基于校园网络建设,以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

备为终端,研发设计各类数字化教学工具,如多媒体

课件等信息传输工具,雨课堂、云课堂等课堂互动工

具,学生数字画像等学习反馈工具;在辅助服务上,
发挥 AI 技术对职业教育教学的赋能作用,开发 AI
虚拟教师等增强学习工具,并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

与分析教与学全过程数据,在帮助学生自我诊断、针
对性推荐数字学习资源的同时,帮助教师实现对在

线教学设计、实施、评价与管理全过程的质量监测,
达到优化在线课程的资源供给形式和学生学习路径

的目的。
三是建立“教管研学评”一体化的数据治理系

统。 各类数字化技术在职业院校中分别运用于教育

教学、管理服务、资源开发、网络安全等某一方面还

远远不够,必须将之整合成为一个集成互通、协同共

享的数据治理系统,营造动态开放的职业教育新生

态,从而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职业教育各类数据资

源的共建共享。
2. 以校企合作一体化的数字化技能培训为逻辑

进路

当前的变革是由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的结合

推动的,这种结合极大地增加了对人类能力和认知

力提升的需求。 这意味着领导们要对员工进行培

训,并开发相关学习模式,让员工可以与那些能力、
互联程度和智力水平越来越高的机器一同工作(克

劳斯·施瓦布,2016,p. 42)。 人机协同的发展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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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智能工作岗位,对劳动者提出新的素养要求。
这促使职业教育必须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需要。
一是在培养目标上,强化对技能人才的数字能

力培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我国

技能劳动者超过 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5000
万人,但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 26% ,高技

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28% (李心萍,2020)。
这一巨大缺口不仅反映出我国技能人才在存量上的

不足,更发出技能人才高阶素养能力不足的预警信

号。 数字化时代要求劳动者提高软技能与综合能

力,掌握核心技能和增强适应能力,扩大硬技能掌握

的广度与深度(刘晓等,2022),因而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要从原来强调专业技术基本操作能力转变为重视

数字技能和创新实践能力,包括数字获取分享、数字

沟通交流、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技术创造、数字伦理

与安全等。 同时,要把数字能力纳入职业教育专业

标准中,并根据不同职业与专业的特点,细化数字能

力的具体内容。
二是在培养模式上,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创新职

业教育多元实践教学模式。 数字孪生集大数据、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为一体,具有高保真性、实
时交互性、虚实共生性和可扩展性等特征(李海峰

等,2021),可以据此探索基于多实验融合的沉浸式

实践教学模式、基于工学交替的开放式实践教学模

式等(黄音等,2021),由此实现职业教育教学与企业

实习实训的统筹发展、学科知识技能与实践操作应

用的有机统一,以及传统项目平台与真实工作情境

的互促联动,最终促进应用型、创新型数字化人才

培养。
三是在培养生态上,营造终身发展的技能学习

生态。 第四次教育革命为那些勇于接受挑战、内心

充实、积极快乐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学校要为学生终

身学习做好准备,学分转移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安

东尼·塞尔登等,2019,pp. 254-257)。 用查尔斯·
斯诺(Charles Snow)的话来说,未来的技术需要“天
生即是未来的人”(阿尔文·托夫勒,2018,p. 353)。
终身学习无疑将成为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的新常

态。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
国的技能转型:推动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者队伍成

为终身学习者》中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规模空前的

技能转型与职业变更,为顺利完成转型,教育和技能

培训应面向所有人,培训内容应覆盖所有能力,技能

培训在劳动者的一生中应无处不在,并树立全民终

身学习的理念。”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pp. 5 -

8)因此,在数字化转型中职业教育应将基于数字技

术的校企合作项目、就业信息平台与资格认证体系

作为终身学习技能生态建设的着力点,以支撑作为

未来劳动者的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前掌握数字技术

技能,在职业生涯中期能够通过接受再培训获得攻

读学位之外的实践技能,进而“做出升级、转移、参
与、集中和前进等转型选择,明晰发展定位,成为超

越者、避让者、协作者、专精者以及创新者” (许艳丽

等,2021),自由灵活地完成职业转型。
3. 以职业教育技术理性牵引外化数字样态为逻

辑旨归

当人类对工具的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

副作用加之于身(尼尔·波兹曼,2013,p. Ⅲ)。 随着

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各领域的渗透,逐渐出现技术

的工具性压制人文性的发展势头,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中重技术素养轻人文素养、重技能训练轻文化

传承等就是最直接的表现。 面对智能技术对整个世

界的全方位改造与重塑,面对智能技术范式对人公

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们不仅丧失了以往从容驾驭

技术的自信和能力,而且只能配合这种技术的范式

和逻辑习惯性地“跟随跑” (孙伟平,2020)。 于是,
有技术悲观主义者以“弱技术强人文”的未来预测,
反抗现代技术体系对人的全息监控,这类预测因排

斥技术又走向了倒退主义的极端(李芒等,2022)。
实际上,对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命题的思考,
仅仅停留于数字技术之于职业教育的价值抑或是职

业教育应如何迎接技能社会的转型挑战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立足职业教育本身,以更上位的思想理念兼

容数字技术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即以职业教育技术

理性牵引外化数字样态,彰显职业教育以人为本的

终极价值诉求,为重塑职业教育健康新生态奠定思

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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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技术理性不是狭隘的工具理性,而是

一种以工具性与人文性高度统一为表征的价值理

性,既体现职业教育通过对新技术的适应与跟进而

彰显的工具理性,又体现职业教育基于职业与技术

本身的价值影响人性自由、生存感受、生命价值、社
会文化、时代意义与人文精神而彰显的价值理性(朱

成晨等,2020)。 职业教育技术理性对外化数字样态

的引领规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顶层设计上,职
业教育的转型发展要以技术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精神

为理念导向,规范数字技术的手段性与工具性,规避

数字技术背后潜藏的伦理风险。 数字技术如若不加

规制地发展,极易引发职业教育中数字至上、劳动异

化、人的主体性消解等问题。 二是在实践教学上,职
业教育永远是“技术的教育”而非“教育的技术”(朱

德全等,2021b),因而无论是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
使用数字媒体,还是变革数字人才培养模式,都要兼

顾教育性与技术性,彰显数字技术的价值精神与人

文关怀。 职业教育的生态化一定落脚在人才培养的

生态化上(闫广芬,2021)。 要通过对学生数字素养

的培育,使其不被数字技术所绑架,不被虚拟世界所

钳制,获得生命的整全发展,进而以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小生态”助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大生态”
形成。 三是在反馈评估上,职业教育数字化实施效

果最终需要借助一定的数据指标和标准参数来反

映,构建评价体系是一个涉及价值主体、内容形式、
技术手段等多要素的复杂过程,对数据的解读分析

亦有可能出现背离评价目标的情况。 为此,应坚持

技术标准与人文标准相结合,谨防过度细化的评估

指标对职业教育整体教育意义的解构;同时应合理

利用技术手段对各类数据进行动态追踪、诊断分析

与科学描绘,以客观真实地反映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进程。
三、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的行动

路向

技术变革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而是生态上的

变化(尼尔·波兹曼,2013,p. 15)。 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最终指向职业教育新生态的重塑。 要实现这一

目标,必须以数字化思维为指引,更新职业教育数字

化转型理念;以数字化项目为抓手,推进职业教育数

字化建设进程;以数字化治理为保障,打造职业教育

全域数字生态圈。
1. 升级“虚实共在”的数字化思维,更新职业教

育数字化转型理念

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
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

全不同的内容。”(恩格斯,2015)数字化时代需要以

数字化思维为牵引,但数字化思维不同于互联网思

维,它不仅具有主体性、交互性和协同性,更具有创

造性和构想性,能够帮助我们“基于价值观和经验做

出决定和判断,能够想象未来,并将自我引向未来”
(安东尼·塞尔登等,2019,p. 226),是一种以虚实共

生为表征的思维方式,引导着职业教育从技术简单

移植的原生态走向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人机协同、
创新开放的新生态。 因此,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需由互联网思维升级为数字化思维,而转变的关

键在于发挥数字技术在助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

的重要价值。
一是发挥职业教育培养复合型数字化人才的价

值。 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构建线上学习

与线下学习融合、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无缝衔接

的混合式学习空间(吴虑等,2020),借助大数据、虚
拟现实等数字化手段将课程体系、教学资源、学习空

间、师生活动等实体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系统之中,从
中寻找不同的主体、领域、要素、结构、形式的最佳结

合点,为学生数字素养形成提供条件。 同时,强化技

术技能的意义建构、人性关照以及职业情怀、工匠精

神等与职业行为模式相匹配的人格特征(顾建军,
2021),促使学生通过技能学习不仅获得高阶的数字

技能,更能形成合作共享、创新协同的数字意识,成
为更加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是挖掘职业教育大数据背后潜藏的价值。 对

数据信息的加工是数字化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

前,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的赋能还处于资源建设的

初始阶段,如何通过对由数字技术催生出的海量用

户数据、教学数据、评价数据等进行处理、分析、呈现

与反馈,进而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价值,推进职业教

育数字化转型,将是职业教育未来需重点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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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就数据赋能的潜力来看,数字化转型就是要通

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优化,以数据生态延伸价值

生态(祝智庭等,2022),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健康新生

态的重塑。 为此,要凝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会

等职业教育数字化生态领域中的主体力量,一方面

建立职业教育智库,发挥集体智慧,利用智能技术工

具揭示数据所反映的规律与趋势,为职业教育的课

程教学、校企合作、管理服务等提供决策参考;另一

方面搭建开放共享的职业教育公共数据平台,使所

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数据挖掘与创造的过程,为
加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三是形成支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价

值。 数字化思维强调自我导向的信念和面向情境

的信念,拥有数字化思维方式等同于拥有强调并支

持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氛围或文化( Solberg et al. ,
2020)。 因此,职业教育应注重转型发展中的文化

与社会价值,确立对待数字技术的正确价值观与行

为规范。 “我们既不能返回过去的非理性主义,也
不能消极地顺其自然,更不能陷入绝望或虚无主

义”(阿尔文·托夫勒,2018,p. 398),而要审慎把

握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中实践应用的开放尺度,铲
除职业教育可能异化的技术基础。 同时,又要将工

匠精神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资源,将“联通

互造、自我创生”的数字基因融入勇于探索、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中,推动数字技术向善发展,进而以

数字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带动尊重工匠的社会

氛围形成,为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生态建设奠定文

化基础。
2. 开展“协同共建”的数字化项目,推进职业教

育数字化建设进程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
中早已提出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 2. 0 建设行动,推
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精准聚焦,使转型从

粗放式、概念化走向精细化、操作化。 数字化项目是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抓手。 应在政府、行业

企业、职业院校以及社会多方力量协同的前提下,坚
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既关照整体

布局,又聚焦重点领域,通过部署开展数字化项目,

助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针对职业教育教学资源、技能培训、质

量评估等重点领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实施专门

的数字化项目,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深层次问

题的解决。 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整体水平有待提

高,技术对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支撑还不够充分,
诸如在线教学技术条件不成熟(李鹏等,2020)等

问题仍然存在。 为此,一是从理论入手,以科研课

题、项目的形式,资助并推进职业教育领域的数字

化研究,以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为重点,
延伸形成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开发、智慧治理体系建

设、数字化评价方式改革等具体研究领域,通过厘

清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多重逻辑与关键问题,为
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跃升提供指导;二是

着眼实践,深化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的战略合作,以产教融合建设试点为契机,各方

在基础设施升级、技能人才培养、教师素养提升、专
业标准研制等方面联合开展合作项目,推动职业教

育数字化实践。
另一方面,将各类数字化项目与职业教育当前

发展的重点行动领域相结合,统筹推进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重构为逻辑,重点表现在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

化专业设置、数字化模块课程开发、数字化“双师”教
师队伍建设四个方面(郭璇瑄等,2022),共同指向职

业教育新生态的重构。 这些领域与职业教育当前重

点工作任务,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本科教

育、职教高考、专业标准建设、“双师型”队伍建设等

高度相关。 因此,在宏观上,要将各类数字化项目统

一纳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中,并放在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上系统考量有关设计与实

施的问题,实则是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发展关系;在中

观上,要推进数字化项目“点”与职业教育行动领域

“面”的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项目支撑职业教育的具

体改革,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如通过数字技术工程

师培育项目支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华

为“云中高职”项目助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升级,同
时,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又能为数字化项目的落

地提供坚实保障;在微观上,要充分挖掘与创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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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中的技术资源,利用其本身所具有的多媒体

化、网络化、虚拟化和智能化等技术特征(朱德全等,
2021c),为职业院校打造智慧课堂、开发在线课程、
升级教学资源等进行技术赋能。

3. 实施“智慧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打造职业教

育全域数字生态圈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涉及教育模式、评
价方式、课程教学、管理服务等全方位变革的系统工

程,需要通过数字化治理有效推进。 数字化治理既

是手段,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更是

目的,最终助推职业教育全息开放、永续发展的健康

新生态的重塑。 数字化治理本质是以新兴技术为主

要手段,以信息数据为核心要素(熊建辉,2022),将
数字技术、数字思维应用于职业教育治理全过程,对
其各方面进行系统重构以赋能职业教育转型升级,
并以“基建数网—联通数链—智慧数智—安全数盾”
的治理体系,打造职业教育全域数字生态圈。

一是升级职业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网络体

系,利用数字化推动职业教育链、产业链与价值链的

创新组合。 在硬件方面,自上而下建立“国家—省

市—学校”三级数据中心,通过数据中心引领职业院

校升级传统技术设备,加速更新智慧课堂、虚拟仿真

学习平台等硬件设施,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

底层支持。 在软件方面,不仅要依托国家职业教育

智慧教育平台,有效利用优质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

资源,还需协同企业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的实习基

地,改善办学条件;同时,构建“智造+”融合课程体

系,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立体化、新形态的智能

制造课程教材(许艳丽等,2021),探索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模式,以智能复合的学习生态助力学生个性化

学习的实现。
二是构建职业教育资历认证的数链体系。 职

业教育新生态的重构有赖于全生态链条的构建,重
点在打破产教之间的资源与信息壁垒、消除产教融

合的体制机制障碍(闫广芬,2021)。 一方面,通过

建立规范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并在职业院校、行
业企业之间建立标准数据接口,提高职业教育数据

治理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

技术,探索建立支撑职业教育学习成果的认证、积

累、转换的学分银行,推进国家资历框架与劳动力

市场的交互对接(杨磊等,2020),使各类学习成果

得到校企互认,进而打通学分与学历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之间的转换壁垒,使学生在

数字化时代成为终身学习者,能够灵活调整未来的

职业路径。
三是形成“政企行校社”一体化的数智体系。 未

来,教育将从“经验治理”走向“智慧治理”,愈加倚

重多元教育利益相关者和智能机器的协同合作(陈

星等,2022)。 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整合多元育人主

体的力量与资源,形成协作生态格局,提高人机协同

效能。 就外部而言,要深化校企合作,以人工智能产

业学院为载体,校企共建智能互动的智慧教育供给

平台,形成持续稳定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王羽菲

等,2022),使专业、课程、师资、教学、技术等要素能

够在有序和谐的生态系统中联动共生。 就内部而

言,以重大课题项目攻关和已有科研团队、协会组织

为基础,吸纳多学科、多领域的人才资源,既要包括

在高校、科研机构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学者专

家,也要涉及行业带头人、企业一线生产技术人员与

管理人员等。 通过建立职业教育新型高端智库,为
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推动数字化治

理走向智慧型治理。
四是建立职业教育数据安全的数盾体系。 通过

建立与完善相关法规条例,既可以规避职业教育在

数据采集、分析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或伦理

风险,又能营造安全可信的数字文化环境;同时,加
快技术手段的研发与创新,利用区块链的加密算法

和安全机制来保障职业教育数据和个人隐私的高度

安全,消除教育主体对教育数据安全风险的顾虑(郑

旭东等,2022)。 此外,需进一步提高技术工具的安

全性,如通过强化密钥管理系统,防止在职业教育数

据共享、分析中出现数据信息泄露、篡改等问题,以
安全强大的数盾体系保障与助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更加可靠且高效。

注释:

①“机会利基” (Opportunity Niches)是布莱恩·阿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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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中提出的概念,

指技术的机会,即技术可以有效地占据的利基。 人类的需要

和技术本身催生出机会利基,而机会利基又可以促进新技术

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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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hapes the New Ecolog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Zhu Dequan　 　 Xiong Qing

Abstract: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y,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
evitable trend,an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elf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
tional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including the represen-
tational forms of self - empowerment,order gener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and ultimately points to reshaping a new
healthy ecolog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ly,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formed a log-
ical framework that star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takes the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the approach,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lea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digital form.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generate the digital thinking of " virtual
and real coexistence" and update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carry out digital projects
of " co-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implement the digital governance
of " intelligent co-governance" to create a global digital eco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digital transformation;digital technology;new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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