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关注】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内涵、
问题及路径探究

徐　 晔

　 　 【摘　 　 要】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作为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产物,
深刻影响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在理清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边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存

在的问题,包括教材建设整体规划不够、教材标准规范缺失、教材内容的知识图谱缺位、教材质量监控体系不

足。 聚焦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生命周期,提出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路径:统筹规划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

设,一体化开发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监控体系,系统推动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助力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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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数字化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

强国的重要途径。 随着深度学习、知识图谱、大数据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与教育的融合程度加

深,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知识形态发生变革,在工

业化时代经验知识、原理式知识的基础上,[1] 衍生出

了第三种形态,以数字智能技术为基础的交叠式知

识,这里的交叠式知识不仅仅指学术知识,还包括职

业知识,是知识、技能和素养的综合体。 教材作为知

识的基本媒介,深受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

变革等因素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教材面

临数字化转型,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多种介质综合运用、具有交互性的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既是教材内容动态融入行业新技术、新规

范、新工艺、新标准的要求,也是开展理实一体化教

学的需求。 2021 年,教育部印发了《“十四五”职业

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教

材配套资源和数字教材建设,探索纸质教材的数字

化改造,形成更多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数字化

教材”。
然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研究与开

发均处于摸索阶段,在理论层面,关系到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的关键问题尚未解决,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边

界划分不清晰,存在扩大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涵边

界的情况;在实践层面,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开发缺乏

标准,管理体制尚未完善,使用尚未形成规模,只在

部分专业、学校或课程开展尝试。 因此,亟需明确职

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涵,深入分析职业教育数字教

材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索推进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

设的路径,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为切入点,撬动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一、内涵界定:厘清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边界

职业教育教材经历了纸质教材、电子教材、数字

教材等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发展不是一

蹴而就的,是从纸质教材不断改革发展而来的。 基

于此,众多学者提出了疑问:什么样的教材是职业教

育数字教材? 未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真的能够完全

取代纸质教材吗? 这是现阶段亟需回答的问题。 一

般认为,教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教材指所

有的教学材料,狭义的教材则指教科书或课本。 在

本研究中选取狭义的教材概念,理清职业教育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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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边界,这样会更有利于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

有序发展。
(一)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的关系

传统职业教育教材以纸质教材为主。 一直以

来,纸质教材与职业学校教育相伴相生,是课程实施

的关键载体,肩负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任,具有

封闭性、稳定性等特征,更适用于传播经典知识、科
学原理、专业理论等。 但是传统职业教育纸质教材

存在内容更新不及时、技能迭代慢、配套素材有限、
无法提供实时互动等问题,导致学生学习体验差。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具有开放性、动态性、交互性等特

征,教材内容可以随着产业发展进行动态更新,为学

生提供沉浸式体验、实时互动,更适用于更新速度快

的专业课、实训课。
一方面,数字教材不是纸质教材的电子版。 在

信息时代,纸质教材被电子化,并通过光盘、网络等

形式呈现。 如 2002 年,“人教电子教科书”作为我国

第一代电子教材正式推出,[2] 但是电子教材从传统

意义上来讲还是纸质教材,只是呈现方式发生了变

化,其内容并未发生变化。 因此,电子教材不是数字

教材,不具有数字教材的功能。
另一方面,数字教育不可替代纸质教材。 纸质

教材是确保教育质量公平有效的工具,发展数字教

材并不等于抛弃纸质教材。 从技术支持看,职业教

育数字教材需要高质量的平台建设、海量的配套资

源等,这些都需要成熟的技术支持,然而我国不同区

域之间发展差异巨大,信息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技术的限制必然影响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开发和使

用。 从育人功能看,现阶段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正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字教材数量不足,应用效果也

处于探索中,现阶段还不具备大规模用数字教材替

代纸质教材的现实条件。 对某省 233 名职业院校教

师进行调研,其中 65% 的教师认为部分传统教材可

以被替代,13% 的教师认为数字教材可以替代传统

教材,21%的教师认为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不能替代

传统教材。
因此,现阶段职业教育教学还是以纸质教材为

主,数字教材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需要数字教材

与纸质教材协同配合,发挥各自功能,实现优势

互补。
(二)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基本内涵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我国数字教材的内涵

不断丰富,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远景目标是为

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可能。 现阶段已有研究多从

技术层面或者从内容层面入手对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的内涵进行界定,难以窥探到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

全貌。 在本研究中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本质是教

材,首先要体现教材的一般属性,即教材关乎国家人

才培养方向和培养质量,应该具备教材的基本特征。
其次要体现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特色,即职业教育

教材致力于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应具备职业教育特

色。 最后要体现鲜明的数字化特征,充分利用多样

化的技术优化其内容和呈现,实现职业教育数字教

材的多样化功能,助力“因材施教”。 因此,我们回归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本体研究,从职业教育数字教

材的内容、形态和功能三方面入手,尽可能地聚焦职

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涵。
一是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容。 职业教育教材

内容具有职业知识的本体属性,为职业院校学生提

供基础、系统、先进的职业知识、技能操作要求和职

业素养,具有政治性、科学性、职业性和技术性,简称

为“四性”。 所谓政治性,是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根

本属性,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

的方向,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和价值导向,确保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 所谓科学

性,是指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要符合专业教学标准、课
程标准、职业标准等有关要求,自身具有严谨的逻辑

体系、有序的结构和科学完整的内容。 所谓职业性,
是指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要遵循职业教育的类型特

征,以典型工作任务、实际问题和案例为载体,满足

职业院校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需求,促进学

生掌握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谓技术性,
是指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技术处

理,即运用知识图谱等技术,确保教材内容成为可被

计算机系统识别和处理的对象,呈现教材的知识体

系和工作任务。
二是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形态,即职业教育教

材内容的呈现方式。 不同于纸质教材单一的呈现方

式,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 基于

人工智能等技术,综合运用图像、文字、声音和视频

等多种媒体元素,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在呈现形式上

集文字、图片、音视频于一体,在内容上兼具理论认

知与实践训练,使其更具有吸引力。 同时,运用新技

术创设真实、沉浸式教学环境,能满足信息化和智能

化环境下教学、测评、管理等全过程要求,助力教师

更好地开展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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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功能。 职业教育数字

教材的突出优势之一是交互性,切合职业院校教师

教学和学生学习需求,有助于实现“因材施教”。 一

方面,面向学生,成为学生的自学搭档。 在应用上强

调通过人机对话与人机互动,精准地识别学生需求,
精准、生动地展现知识点和技能点,激发学生的探索

兴趣,提升学习者的参与度。 同时,即时开展学习反

馈,让学生实时掌握学习效果。 另一方面,面向教

师,成为教师的智慧助教。 它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

组织教学内容,按照所需自动或半自动地重组编排

教学内容和拓展教学资源。 满足教师在内容排版上

的不同设计思路和不同教学方法的事实;有明确的

操作指示,能通过提示、引导、反馈等方式,引导学生

逐步完成学习任务;提供学测评练等功能,便于教师

能够引导学习者自行开展自主学习,系统提供个性

化学习的行为与数据。 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

《港机液压与液力传动》数字教材为例,液压千斤顶

的基本组成可以在线拆解组装,学习者可以反复拖

动不同结构进行练习,直观感受结构特性,最大限度

理解抽象知识点。[3]

基于此,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既要体现职业教育

教材本身的特点,又要具有鲜明的数字化特征,是以

职业教育课程教学内容为基础,将教学内容、富媒体

教学资源、学习工具和技术平台进行有机融合的新

形态教材。
二、现实挑战:分析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面临

的问题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具

有的内容动态丰富、呈现形式多样、更新速度快、交
互功能强等优势逐渐增强,必然是未来职业教育教

材发展的方向。 在全面开放的职业教育教材市场及

规划制与审核制并存的教材管理制度下,[4] 各出版

社、职业院校积极探索,涌现出一大批职业教育数字

教材,这些教材质量参差不齐,距离建设中国特色高

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主要

问题如下。
(一)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整体规划不够

步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大数据等

技术的极大发展,推动数字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是问题来了,2020 年初教育部印发了《职业院校

教材管理办法》,标志着职业教育教材管理进入科学

化、规范化阶段,对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开发、选用、
使用等进行系统规划。 但是现阶段对于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国家层面也未出台职

业教育数字教材管理的制度规范,没有对职业教育

数字教材建设进行系统设计,导致职业教育数字教

材管理存在“细”“松”“弱”“缺位”等问题,进一步加

剧了实践层面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乱象,各出

版社自主开展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搭建教学平台。
有关研究显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缺乏政

策制度体系,导致与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相对应的审

定程序、版权管理办法、出版发行法规等相对滞后,
影响了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发行工作。[5] 职业教育

数字教材建设缺乏秩序,制约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高

质量发展。
(二)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标准规范缺失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标准规范具有可量化、可
检查、可评估、可比较的特性,能够指导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的科学、规范建设。 然而,现阶段仅有针对中

小学数字教材的国家标准,如《数字教材中小学数字

教材出版基本流程》《数字教材中小学数字教材元数

据》《数字教材中小学数字教材质量要求和检测方

法》,尚未明确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涵、技术标准、
出版标准等,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与各教学平台缺乏

交换方式。 在实践层面,不同出版社的数字教材采

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在数字教材的内容征选、文本格

式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彼此间教材、数据不能

通用,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和资源浪费,也给教师、
学生使用教程带来很大不便。[6]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发展规模,制约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常态化使用。
(三)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容的知识图谱缺位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职业性决定了教材内容的

选择及组织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基于产业需求、
岗位知识、职业能力选择教材内容、组织知识、培养

技能,聚焦于促进学生完成某一项具体的任务,解决

某一项具体问题。 然而,由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

教育的融合深度有限,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尚处于发

展阶段,未能充分挖掘知识、技能和相关数据,在不

同的专业知识和数据之间尚未创建有效链接,导致

不同知识点、技能点之间的关联和结构化表征程度

不够,直接制约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选择、组织和呈

现。 教材内容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载体,难以满足

产业动态更新发展需求及职业院校学生学习需求,
这是未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要解决的最关键问

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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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配套的平台不优

目前,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配套平台的建设未能

达到智能化水平,还需要接入人工,制约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的功能释放。 一是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配套平

台的使用效果不佳,现有的平台主要是从技术层面

机械地将纸质职业教育教材转化为电子版,并延展

学习资料,但是智能化不够,在使用过程中,信息的

抽取、应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 二是职业教

育数字教材配套平台的交互性不够,职业教育数字

教材最大的优势就是通过人机互动,全面了解不同

学生的需求和水平实现因材施教,但是现阶段由于

平台的职能水平不够,尚未实现人机交互,学生难以

实现沉浸式、情景式学习,制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是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配套平台的育人成效不显。
现有平台注重技术的演进方式开发、呈现资源,教材

本质是育人载体,教育性是其关键属性,现有平台忽

视师生主体,缺少对学生创新素养、职业精神、工匠

精神、劳模精神等的培养,育人成效不够显著。
(五)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质量监控体系不足

虽然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优势明显,但是职业

教育数字教材建设关涉多种变量,技术含量高、隐性

内容多,审核存在困难,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相当多

的潜在风险。 可以说目前未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质量监控体系,对于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出口把控

不严。 一方面,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作为新兴事物,尤
其是意识形态安全是教材在应用时要重点关注的问

题。 同时,要对职业教育教材的质量进行监控,包括

教材内容质量监控和教材使用效果监控两部分内

容,确保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价值导向,确保教材内容科学,能够满足教师教学和

学校个性学习的需要。 另一方面,作为技术进步的

新产物,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来源

于技术本身。 技术深度介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可能

影响原有教材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解构教材知识体

系,影响学生学习的深度和系统性。 在调研中发现,
有教师指出数字技术介入,导致学习内容越来越多,
教材的系统性不足,学生更多地被动接受零散、海量

的知识,给予学生深入思考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存在

片面化理解教材的风险。 还有教师提出学生在使用

教材过程中,过分依赖教材配套平台,使得学生的主

体性被隐没,导致理解的价值性规限不足。
三、形成闭环:优化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路径

在理清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涵的基础上,针对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应基于职

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生命周期,从绘制职业教育

数字教材建设蓝图,到开发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再到

开展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质量监控,形成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建设的闭环。
(一) 绘制蓝图:统筹规划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建设

现阶段,随着技术的进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进

入大发展阶段。 可以发现,同纸质教材相比,职业教

育数字教材的开发更为复杂,对技术要求高,耗费更

多的人力物力,且需要更多的资源和平台支撑,因
此,需要国家层面统筹规划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一是国家层面确定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发展方

向,开发一批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国家层面对职业

教育数字教材进行统筹谋划,包括教材开发的整体

规划、试点区域、学校的选择、推广速度的调控、数字

教材的改进等。 可以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
思路,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

技能和知识更新频率快的重点领域,支持面向基础

条件好、有丰富资源的课程优先开发一批职业教育

数字教材。[7]

二是鼓励各地、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出版社等

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开发。 给予出版社、职
业院校、行业企业自主建设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权

限。 积极推动相关研究机构开展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研究,逐步推动数字教材的建设。
三是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制度规范。 进一

步规范数字教材在准入审批、版权保护、数据安全等

方面的政策法规,优化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管理,确保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具体施工:一体化开发职业教育数字教材

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发展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

类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开发涉及多元主体、多个

环节,要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推动职业教

育数字教材从提供“内容”向提供“内容+服务”转

型,带动职业教育教材质量整体提升。
1. 形成数字教材开发共同体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对教材开发主体的要求更

高,要统筹多元主体,搭建数字教材开发共同体,包
括思政专家、行业企业专家、课程专家、教学设计专

家、学校教师和技术开发专业人员,与各方协同配

合,建立专家组、编写组和技术组。 专家组主要是课

程领域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构成,对职业教育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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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开展整体方案设计;编写组主要由行业企业专

家、学校教师构成,基于相关标准体系,对教材内容

和平台资源进行系统设计和开发;技术组主要提供

教材开发与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教材开发团队

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超越地域、时空的限制,协作

开发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实现跨区域、跨产业、跨企

业、跨学校、跨专业、跨课程的教材共建共享,避免重

复建设,提高开发效率。 同时,在数字化时代,信息

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意识形态问题也更加复杂多

样,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教材开发团队

要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认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切实把好教材的意识形态关。 同时进一步提升

专业素养和能力,确保教材的育人功能。
2. 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规范体系

就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标准化与规范化亦是保障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质量的

重要措施,要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规范体系,应包

括基本标准、产品标准、平台标准、出版标准、审核标

准等[8],这样对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全流程形

成相应的标准,明确了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边界、职
业教育数字教材的规范、职业教育数字平台的接口

标准、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版权标准以及职业教育数

字教材的审核标准,为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有序开

发、稳步出版、质量管控、推广使用提供必要的保障,
也能够实现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在不同平台之间实现

联通共享,满足不同区域、学校、专业学生学习需求,
提升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容质量与服务质量。

3. 搭建基于知识图谱的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容

知识图谱以揭示知识及其复杂的关联关系为特

点,通过运用知识图谱,为知识网络的可连接、可视

化、可操作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9] 优化内容标准

和内容组织方式。 一是从知识组织方式来看,系统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局限,抓取每个专

业、每个能力实现的关键知识、内容的数据,分析关

联语义,建立起海量内容之间的关键词连接,把看似

散落的、毫无关联的知识点关联起来,形成多级映射

关系,创建起职业教育立体知识图谱。 纵向层面彻

底解决中高职教材内容交叉重复问题,横向层面实

现不同专业间形成知识体系关联,实现专业间互相

配合,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教材的综合育人功能助

力。 二是从内容表征来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

容表达采用图画、音频、视频、VR 等多模态表达方式

和表达符号。

4. 优化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配套平台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离不开信息技术平台的支

撑。 教材的交互性和智能化功能更多由教材配套平

台来实现。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是赋能教师,教师

可通过配套平台,获取智慧教学工具,包括备课工

具、知识图谱工具、教学资源库等,便于开展教学,同
时,教师通过平台可以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有
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二是赋能学生,学生可以通过混

合式、情景式学习,基于自身兴趣开展个性化学习;
三是赋能教材编者,可以基于平台获取海量的数据,
系统分析教师和学生需求,基于需求分析开发职业

教育数字教材,确保教材利教适用。
(三) 检验成效: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监控

体系

在 2024 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教育部部长怀

进鹏强调为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不仅要汇聚海量资

源以提升优质课程供给能力,推进大规模应用以提

升优质数字资源覆盖面,而且要推进数据整合共享

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合作交流以提升中国数

字教育对世界的贡献力。 现阶段从关注数字教材的

开发技术转向关注数字教材的内容和应用有效性。
然而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因其开放性、交互性等原因,
其监管面临着新挑战。 要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监

控体系,对教材的安全性、规范性、质量和使用效果

实施全面监控。
1. 确保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安全性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建设必须符合《人工智能

教育伦理原则》,确保教材数据主体的安全、确保数

据处理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等。 建议从国家层面制

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使用过

程中产生的学习数据应当收集和利用,并建立数据

收集和管理制度,禁止出版社或教材开发者将这些

数据用于私人教育服务。
2. 确保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规范性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首先是教材,教材作为国家

事权的重要地位在需要遵守的标准与规范等方面体

现得淋漓尽致,避免被篡改等保障措施也要严格规

定。[10]因此,要将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纳入国家教材统

一管理体系进行监控,必须做到可审可管。 同时,职
业教育数字教材的配套平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备

案,并确保数字资源安全、可靠。
3. 确保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容质量

要建立一套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容质量监控

·9·



指标,结合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涵和性质,从政治

性、科学性、职业性、技术性、创新性等方面对教材内

容质量实施监控,确保教材内容方向正确、科学准

确,确保教材内容动态融入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规

范、新工艺、新标准,在交互中满足职业院校教学的

需求。
4. 确保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使用效果

在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使用过程中,对职业院校

教师和学校对数字教材内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控,
并将使用结果动态反馈给教材开发者,比如学生对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容的浏览次数、时长及评价反

馈等,服务教材的修订和完善。
新时期,要以乐观的态度拥抱机遇,以谨慎的态

度对待技术发展,落实国家对职业教育教材管理要

求,推动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研究、设计和开发,完
善教材监控体系,推动建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

与管理的闭环,率先形成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带动

职业教育教学整体改革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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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Problems,and Pathways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Ye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as a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an in-depth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including insufficient overall planning of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lack of teaching material standards
and norms,absence of knowledge graphs in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and insufficient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teaching materials. Focusing on the lifecyc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this paper proposes a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coordinating and plan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
terials,establishing a monitoring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systematical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and helping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teaching material management;teaching material de-
velopment;teaching materi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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