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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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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含义。并探讨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逻辑。包括国家政策

层面的高度契合、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市场需求导向与人才培育方向的有效结合、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互动联合

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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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

于 2022 年修订，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亟需明晰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策

略，着力提升教育质量，构建一个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

求，又契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为国

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技能保障。这一举措与近两

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核心部署高度契合，同时也积极响

应了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将“提升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

作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关键策略的号召。在“新职教法”

视域下，职业教育需以广大民众的教育需求为指引，贴合经济

社会发展的切实需要，并顺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要求，以充

分发挥其价值导向作用，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新时代

职业教育具备顺应时代轨迹的修正力、兑现学习诉求的支撑力、

服务发展需求的预判力和凝集建设资源的承载力。

那么，我们要如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呢，党的二十大报

告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观视角，着重指出“加快教育

数字化转型”，这一举措对于实现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总体目

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职业教育亦

需融入“教育数字化”的浪潮。“职业教育适应性”与数字化

的融合，既是应对数字时代变革的必由之路，也是驱动职业教

育迈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策略。这种结合的过程

可以称之为“赋能”，即主体输出价值理念、知识资源、方法

工具等以提升客体的能力，帮助其完成任务、实现目标和发挥

潜力。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即以数字化理念、资源、技

术等为内核驱动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

通过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数字化”“职业教育”“适

应性”等关键字眼搜索相关度高的学术期刊 3485 篇，当前文

献重点对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存在问题、挑战、变革困境、改革

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对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相关

背景材料主要在引言或者研究背景部分进行简要概述。本文旨

在进一步深入阐述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逻辑，

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是国家政策、产教融合、市场

与人才、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等四个方面的现实需要，具有其

内在逻辑。

2 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契合

政府工作报告、“新职教法”提出“职业教育适应性”。

“职业教育适应性”实际是将“适应性”这一概念引入职业教

育领域，“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在面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需求时，能够及时调整教育理念、教学模

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等，以适应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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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的能力。同时，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互相支持、

相互促进，关系越发紧密。职业教育需要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需要适应经济社会转型、行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教育数字化”被明确提出。从宽泛的角度理解，“教育

数字化”代表着技术与教育体系的深度整合，催生了一种全新

的社会教育转型模式；而从具体层面分析，它则意味着技术被

纳入教育组织之中，促使教育组织在技术的驱动下，对产品、

流程及模式（涵盖师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

与改革。无论是“职业教育适应性”还是“教育数字化”，都

强调了教育从传统走向新形态的创新变革。产教融合是国家发

展职业教育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阐述了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要加速数

字经济的推进步伐，推动其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交融，并强调

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稳固地落在实体经济之上。据中国信通

院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数据表明，

2023 年度我国数字经济在 GDP 中所占比例已达 42.8%，相比前

一年增长了 1.3 个百分点，稳固地确立了其作为国民经济核心

支柱与重要驱动力的地位，适应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必然面向

数字化赋能的产业经济。2021 年印发的《“十四五”职业教育

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指明了职业教育、教材服务产业升级

和进行数字化改造的改革方向。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

出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并再次强调职业教育在

培育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从宏

观政策大局到具体政策布局，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

都体现了“职业教育适应性”进行“教育数字化”，适应新时

代发展的过程，从国家政策层面上体现了教育政策与经济政策

导向的结合，也从更高的层面上回应了职业教育“为谁培养人，

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3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启蒙运动时期，裴斯泰洛奇、夸美纽斯、卢梭等将实用主

义引入到教育之中，由此启蒙了职业教育思想。新人文主义时

期，教育区分为“人的教育”和 “职业教育”两个部分。陶

行知秉持“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强调教育需紧密联系实际生

活；而早在 1913 年，黄炎培便在其文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

主义之商榷》中，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构想，并明确指出教

育应当与现实生活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倡导践行实用主义的

教育思想。职业教育从产生之初，就与生活、与社会发展相关。

办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必由之路，这是国家政策中关于发

展职业教育的一以贯之的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随着国

家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也在逐渐成长，大概经历了管理职

权下放的初步探索阶段、社会力量参与的内涵深化阶段、多元

主体协同的创新发展阶段，从产教结合走向融合的历程。2017

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

确了深化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具体路径，着重提出要加强产教融

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之间的无缝对接。当前，深化产教融合已成为

职业教育领域的核心任务，也是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的紧迫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以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性；而党的二十大则进一

步规划了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推

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并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

位，这一系列政策均将职业教育的深度产教融合视为提升教育

质量、实现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

究报告（2024 年）》研究显示，产业中的数字融合化趋势正在

加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比重由 2012 年的约 3:7 发

展为 2023 年的约 2:8。数字经济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占比分别为 18.7% 和 81.3%，同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数

字经济渗透率分别是 10.78%、25.03% 和 45.63%，而且，第二

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增幅首次超过同期第三产业表现 [8]。数

字经济拓宽了我国产业发展得更多可能，而随着人工智能、大

数据、自动化等科技的加速创新，国家对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职业教育肩负着培育职业技能人才的重任，

其核心职能在于顺应数字化产业及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潮流，即

增强教育的“适应性”。除了职业教育对社会的适应力外，产

业的转型升级也对职业教育的“教育数字化”提出要求，即要

求在新一代数字技术体系下，以数据要素为驱动，赋能职业教

育生态、模式、方式和价值的全面变革与创新，回应技术发展

的时代诉求和“数字中国”的战略需求。

4 市场需求导向与人才培育方向的有效结合

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数字化技术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

职业院校进行赋能：技术层面，搭建数字化教学平台，构建混

合教学或者“人机互动”，打造实践仿真教学场景；理念层面，

数字化技术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学信息筛选和识别能力；多

主体参与层面，通过技术赋能开展校企合作，助力形成产业链、

人才链、教育链、价值链一体化发展的职业教育新模式，人才

培养方向与市场需求导向相结合。这一点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

下尤为重要，为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现实基础。这

一结合不仅要求职业教育机构密切关注市场动态，还需通过数

字化手段实现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对接。另一方面，市

场需求是动态变化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也需要具备灵

活性。有研究指出， 2022年全国共有516万名高职院校毕业生，

但我国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依然存在数千万的缺口。研究结果显

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的总量已逾 2 亿，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

例超过26%，在这之中，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超过了6000万。然而，

尽管如此，技能人才总体上仍持续面临数量短缺的问题，尤其

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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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问题日益突出。“新职教法”明确界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需由以往的“技术技能人才”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转型，强调要培育兼具职业道德、科学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

技术技能等全方位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的职业教育学生，以满

足其从事特定职业或实现职业晋升的需求。市场需求导向与人

才培育方向的有效结合，确定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人才适应

性的能力培养定位的变化，体现的是随着产业发展需求变化，

不断调整和丰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和发展内涵。

5 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互动联合

教育部在 2018 年 4月印发《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指导了教育信息化发展从单纯技术应用向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创新转变。特别是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各种线上

教学系统大量开发和应用，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疫

情前，大约70%的师生很少参与甚至从未参与过线上教学活动。

而在疫情后，有 80% 左右的师生已适应在线教学，线上教学从

摸索适应期逐步走向融合、创新的新阶段，得到了国家、高校

和社会的充分认知和广泛认可 []。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信

息化实战演练也让教育信息化手段在教育各个环节全面铺开，

教学环境（空间）的转变改变了教学方式，教师可以融合虚拟、

现实场景，使学生获得更为丰富和灵活的学习体验 []。越来越

多的教材和工具书多媒体化，不仅有文字和图形，还能呈现声

音、动画、录像以及模拟的三维景象教材的信息化表述 []。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将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视为驱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前行的关键先手之

举。”在教育现代化的征途中，其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基石与先

导，对于构建教育强国的战略地位愈发显著。《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作为引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

“加速信息化背景下教育体系的革新”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项核心战略使命。该使命旨在推进智慧校园的建设，借助技

术革新来重塑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与共享，

并优化新型教育服务的监管框架。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实质上

是数字化技术蓬勃发展与深度赋能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

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整体规划

与部署策略，并首次将“推动教育数字化进程”纳入其中，彰

显了其重要性。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延续和扩展，数字

化转向必将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转向，由工业思维转向数字思

维。教育的变革首先从数字化转向开始，将引发根本性的范式

跃迁 []。由此，职业教育借助数字化力量，正契合了教育信息

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国家发布的《关于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着重提出“深化教育教学

模式创新”，倡导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以提升课堂教学的品质。数字化的赋能与职业技术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紧密相连，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和

现代化的互动联合。

6 结论

当前，数字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各行各业

的发展格局。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必

须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应对数字化技术的挑战。数字化赋能职

业教育适应性，即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也是职业教育产教

深度融合的需要，还是市场需求导向下人才培育的必然选择，

更是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加快数字化赋能职业教

育的步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数字化“赋能”的加持下，

职业教育得以更精准地对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顺应社

会、经济、教育及人才发展的内在规律，为职业教育的深度革

新提供有力支撑，切实强化职业教育适应性，从而有力推动职

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 刘影 , 任航 , & 罗通彪 . (2023). 新职教法视域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价值指向与实践路向 . 教育与职业 , (14), 
41-46.
[2] 朱少义 . (2023, December 20). 从新职教法看如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 中国教师报 , p. 14.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2023, April 27). 推进教育数字化 .
[4] 李燕飞 , & 袁汪洋 . (2024). 自媒体赋能高校美育的时代特征及实践策略 . 大众文艺 , (20), 203-205.
[5] 郭英菡 , & 李妍 . (2024). 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与吸引力 . 人民论坛 , (14), 61-63.
[6] 张海军 , & 张万红 . (2024).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文化 - 认知的悬浮表征及落地路向 . 黑龙江高教研究 , 42(03), 
135-141.
[7] 祝智庭 , & 胡姣 . (2022).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机遇 . 电化教育研究 , 43(01), 5-15.
[8] 习近平 .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 (2024).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
[10] 王兴立 , 张毅哲 , & 肖世程 . (2024).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当代启示——基



74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年 第 4 期

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 职业技术教育 , 45(30), 16-22.
[11] 孟亭含 . (2024, November 4).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困境及实施路径 . 教育理论与实践 , 1-5.
[12] 申国昌 , & 姬溪曦 . (2024).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内涵与路径 . 现代教育管理 , (05), 105-116.
[13] 李君 , & 鲁兆卿 . (2024). 技能型社会视域下高职教育助力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研究 .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 24(03), 27-31.
[14] 新华社 . (2024, May 5). 总量不足、结构不优——3 年新增 500 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如何实现？
[15] 赵进 , & 岳爱武 . (2024). 基于“雨课堂”的 OMO 模式 : 开启高等教育智慧教学新范式 .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37(20), 145-147.
[16] 李婷 . (2024). 多媒体技术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 美术教育研究 , (21), 178-180.
[17] 马宁 , & 余胜泉 . (2002).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层次 . 中国电化教育 , (01), 9-13.
[18]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 建设教育强国 . (2022, December 9). 中国教育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