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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使用正逐步重建生产流程和重构职业教育生态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

冲击，职教本科需要以新形势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对策，瞄准人工智能以能力为本位、发展为基础、创新

为目标，并梳理目前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定位模糊、产教融合不深入等问题。构建“三环节六步骤”的赛

教融合体系，并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搭建“赛教训德”多元育人体系，助力人工智能学生专业技能

水平的提升。同时，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德教育体系，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人文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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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ensiv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is gradually rebuil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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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proces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face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us triggering 
the “cross-border” new situ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Aiming at the ability-based, develop-
ment-based, and innovative goal of AI, we sorted out the real problems such as the vague positioning 
of AI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constructed a “three-link, six-step” race-teaching fusion system, 
and built a “race-teaching” multi-dimensional culti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establishing a moral character. With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moral edu-
cation, the company has set up a diversified education system of “race, lesson and virtue” to help 
AI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nsists on the moral educa-
tion system of “educating people first” to further improve students’ vocational literacy and huma-
nist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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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

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职业教育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我国

的职业教育位居全球之首，包括中、高等职业教育以及逐渐增长的本科职业教育，都是旨在培养更多高

层次创造型、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1]。然而，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

为此，《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前者鼓

励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升级，后者明确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向多样化、多形式发展。然而，从

目前的发展来看以普通本科转向应用型本科的发展并不顺畅。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支持却在逐渐

增强。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到 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从高职院校升格为试点院校开始，

我国正式进入职教本科的探索之路，从理论构想到现实落地，我国职业教育在政策引领下稳步前进[2]。 
截止目前为止已有 30 多所高职成为“XX 职业技术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稳步发展职业本

科教育”已成为下一阶段职业教育工作的核心要务。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它是高校的

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手段。发展独属于职教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职业教

育多种方式、多种形式的衔接育人路径的重要突破口。为此，为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需以调研为基础，依靠理论与实践的支撑，以实践性和可行性为目标设计出符合实际需求、具备推广价

值的人才培养方案。 

2. “职教本科”背景下的人工智能专业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研究沿革和定位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两大教育体系之一，总共经历五个阶段：1) 初期发展，主在建立与发展职业教育

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庞大重建任务，主要以技工学校为主，旨在培养各类技能型人才以

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2) 迅速扩张，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对各类劳动者、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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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涌现出大量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3) 转型升级，开始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基础，保持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在此基础上着眼扩大高职的规模；4) 提
质增效，与本科院校结合形成应用型本科，突破职业教育三年制的局限性，打破传统职教专科层次的“玻

璃天花板”，探索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5) 健全完善，开始创办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支持高职院校向

职教本科进军，开展基于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开启职教本科的探索之路。 

2.1. 人工智能专业职教本科是必不可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 

人工智能作为交叉学科的典型案例，对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因此，职教本科在人

才培养模式上不能简单地成为普通本科的“压缩版”，也不能仅仅当作高职的“延伸版”。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既要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点，更要有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特征，“职教本科”就要有职教本科的

样子[1]。其培养的人才与普通本科同层次不同渠道，与职教专科同渠道不同层次。因此，职教本科应融

合普通本科和专科的培养模式，联合形成独特的学科体系和培养范式，以起到对人才培养结构的提质优

化。 
自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人工智能纳入

重点任务之一，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据此各个院校也相继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其中中职开展的课程多以基础理论型课程为主，难以形成

有效供给，主要是基础理论、技能知识的操作人才。高职虽开设的课程繁多，但知识体系的匮乏难以将

人工智能相关知识融会贯通。本科层次的知识体系庞大，但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因此，职教本科在人才

培养层次中扮演关键角色，以金字塔为喻，如图 1 所示，中职属于基础和支撑，主要培养的是基础理论

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高职属于支柱和结构，主要培养适应一线操作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应用型

本科属于发展和进步，主要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工程应用能力、现代化人工智

能创新能力的应用开发型高级技术人才；而职教本科属于领导和决策，主要培养符合产业转型升级迫切

需要的、行业岗位技术含量高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研究生及以上则属于创新和未来发展，主要培养面

向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学术型人才。 
 

 
Figure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pyramid 
图 1. 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金字塔 

2.2. 人工智能专业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 

从教育层次来看，人工智能社会所需的人才主要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应用型人才包括技能、技术 、
工程型人才[3]。从职业教育体系出发，以中职为起点，经专科进一步拓展到职教本科，以直线方式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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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体系[4]。因此，职教本科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从教育体系角度看，中职是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高职是对广泛而深入的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应用型本科是对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探索和开发，职教本科是对综合素质能力的灵活运用，研究生及

以上是对扎实学术水平的融汇。 
从技术角度来看，中职注重技术的基础，高职注重技术的应用，应用型本科注重技术的发展，职教

本科注重技术的集成，研究生及以上注重技术的融合。学生以系统性地接受自下而上的教育体系，形成

“认知–实践–创新–设计–融合”的全方位覆盖，使学习者不仅需要对知识体系融会贯通和技能操作

实践能力的熟练程度，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以实地场景去反思与创新，实现知识、技能、创新的融合。因

此，人工智能专业的职教本科应培养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系统化能力，以满足工作岗位需求，并注

重学习、研究、设计和技术开发的应用型知识。 

3. 人工智能专业职教本科背景下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所面临的困境 

在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差异和强调人才培养的能力前提下，发展职教本科是改善我国高校“同质化”

现况，推动高校结构调整的一次重要变革。但当前高职向应用型院校举办职教本科的举措，在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实践上也面临着诸多考验。 

3.1. 人工智能专业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模糊 

一、办学层次不明确。职教本科主要存在两种办学模式：一是民办高职破格升级，二是普通本科的

转型。但两种办学模式所衍生出的职教本科发展周期较短，缺乏专业标准及系统的课程体系，在人才培

养上有一定的难题。病由于自身办学惯性的影响，在办学过程要么过于依赖普通本科教育模式成为“衍

生版”；要么过于依赖职业教育模式成为“进阶版”，对课程教学、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仍受到过去发展规律的制约，难以实现职教本科的办学效果。 
二、课程体系不适配。目前，职业教育的目标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转向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而职教本科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中心任务[5]，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培养人工智能型人才

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对课程体系的设置让学生从“基于知识的学习”向“基于工作的学习”转变，培养

学生具有“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6]。但职教本科是具有“职业教育+普通本科”的双重

属性，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也应向复杂化、多元化、职业化、应用化方向发展。鉴于我国职教本科兴起时

间较短，并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案例。同时，职业教育多以专科为主，职教本科多以专科升格而来，因

惯性导致对课程的设置更倾向于专科层面的设计，对其职教本科的内生动力和外驱动力不相符，造成职

教本科院校的纵向和横向的融通不协调。 

3.2. 人工智能专业产教融合现实问题 

一、缺乏立足点。① 政策法规不完善。尽管产教融合在许多文件中被提及，但都以“应该、需要”

等形式存在，并未强制性要求企业必须参与。并且文件中也没有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力、责任与义务的规

定，致使有的企业只是为了走个形式，出现“校热、企冷”的现象。② 培养力度不同。企业更关注的是

能为其创造价值和利益的人才，更多的是借助高校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生产环境中，而高校则致力于

培养学生的全方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只需要高校培养的其中一点。因此，由于双方需求的差异，

校企双方联合制订培养方案时往往出现多种矛盾和偏见，致使校企合作流于形式，缺乏真正的合作。 
二、信任度、互赢局面认识不清。① 利益划分不明确。校企合作涉及高校、企业、政府、学生等多

个利益主体。在讨论校企合作时，往往坚守自己的利益缺乏对他方利益的关注，促使各方并不在一个话

语体系中，进而在合作过程中推卸责任、双方互相猜疑等不良行为，导致矛盾加深、合作无法进行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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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了事。② 合作模式老旧。创新是当代社会的重要发展基础。不仅仅是产业、行业、高校等的创新，产

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模式也应具有创新精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校企合作之间应把握时代脉搏、以

前瞻性思维去规划，不断完善各环节、各要素的育人模式，形成“发展 + 创新”的良性闭环方式。 

4. “职教本科”背景下的人工智能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研究路径 

依据当前国家实时政策、社会人才需求现状以及职教本科教学体系变更问题，进一步探索与研究职

教本科环境下人工智能专业教学改革，构建“德赛教训”多元化互融课程体系，完善与优化职教本科的

人才培育模式路径，为职教本科建设创新型教学体系提供参考，培育高技能、高品德、高素质人才，如

图 2 所示。 
 

 
Figure 2. Research idea of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
duate program 
图 2. 职教本科下人才培养研究思路 

4.1. “职教本科”背景下的人工智能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总体框架 

为推动育人工作和多元化的全面发展，搭建“赛教训德”的多元育人体系，秉持“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的德育理念。在顶层设计中注重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学校核心工作之中，以应对新形

势下职教本科学生和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本科建设所提出的新要求。并针对职教本科学生的素质特点以

及新形势下育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和系统化。同时，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育人体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培养目标，将课堂教

育、社团活动、实践实习以及德育资源等各种教育手段和方式进行整合和优化，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持，如图 3 所示。 

4.2. “职教本科”背景下的人工智能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研究内容 

一、以立德树人促进人工智能专业教学德育策略研究 
针对目前职教本科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发展趋势，建立并运行以应用为主旨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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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探索职教本科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体系培养策略，适配职教本科院校的良性发

展，以职教本科人工智能专业发展的社会价值作为基础和目标，与社会利益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Figure 3. Exploring and researching AI professional training pathways in 
VET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图 3. 探索与研究职教本科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培养路径 

 
二、基于赛教融合探索赛项资源教学化的机制与方法 
为解决目前技能竞赛与教学机制“两张皮”的现象，以人工智能技能竞赛和行业发展前沿技术或趋

势为导向，设计以赛促教的体系结构，从方法、流程和教学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以确保竞赛与教学的

一体化。并搭建“三环节六步骤”的赛教融合模式。通过赛项资源的分析和整合，将其碎片化为知识点

和技能点，再将这些知识点和技能点转化为可实施的教学项目或任务，在日常课程中进行有机融入，如

图 4 所示。 
三、真实场景、企业项目促进实训人工智能人才的科学培养路径 
为深化互联网企业与高校人才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职教本科教育教学的融合，重点关注“智

慧校园”等信息化建设领域。通过共享优选资源，企业和高校联合发展真实项目实训机会，使学生能够

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并与企业专业人员进行密切交流与合作，以保证更新人工智能

教育的思维和方法，紧跟行业的最新进展。此外，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及时了解到行业需求和趋势，从

而调整和更新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确保培养出更多的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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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xploring and researching AI professional training pathways in VET un-
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图 4. “三环节六步骤”赛教融合体系 

 
四、培育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 
明确职教本科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教学定位，系统性思考专科和本科人才培养规格，构建现代教育体

系。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为人

工智能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人工智能应用技能型人才。 

5. 总结 

结合多所职教本科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办学经验，总结创新出在职教本科背景下，通过校企合作、学

赛融合、协同育人、实践教学等，提高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水平。在这过程中既要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又要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只有不断创新、改进和完

善人工智能专业课程的教学路径，与时俱进，适应职教本科发展趋势以及社会需求，才能培养出德才兼

备、能够胜任人工智能工作的高素质人才。职教本科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进行深远持久的探

索和实践，以真正实现铸魂育人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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