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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

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1、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2015.7.7  北京

2、建立以应用为核心的资源库建设机制      
    2015.10.24 武汉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的意义

1.政府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的重点项目；

强化合理布局、扩大受众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

立面向全社会教育消费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

2.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示范项目；

3.互联网+职业教育的落地项目；

4.确立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攻坚项目。

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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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建设理念转变

1. 项目建设指导思想要从注重“实际发生”向“实际获得”转变。

2. 项目建设模式要从“聚焦模式”向“辐射模式”转变，也就是从

教学价值向学习价值、应用价值转变。

3. 项目建设逻辑路线从“学科导向”向“职业导向”转变。

4. 项目建设本质特色是“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

5. 项目建设追求的效果不能使近距离变得远，而是要使远距

离变得近。要在缩短“距离”上做足文章。

4



发掘职教在校生学习驱动力：“三动”

被动的 主动的

基于网络的创新驱动

基于网络的创业拉动

学习终端与流程增效

翻转课堂或混合
教学

考证驱动

考试驱动

就业驱动

合作学
习

团队学
习

学赛结
合

带动的



建立以应用为核心的资源库建设新机制

类别 政策与措施 实施主体

管理与决策

1 新上项目要打破示范、骨干、精品等身份条件限制，建立面向广大
高职院校的、以支持应用为导向的申报制度。

教育部2 针对已有立项项目，调整检查验收指标，突出应用导向，将应用功
能的全面性、应用形式的创新性和实际应用效果列为重点考核指标。

3 建立对立项资源库、各主持和联合建设院校、全国各高职院校、不
同用户等各类监测对象应用情况的大数据分析、公告及奖惩制度。

共建机制
4 建立以满足应用、服务应用、促进应用为目标的“学校－行业企业

－技术支持方”资源库开发、建设、推广合作新机制。
主持院校
合作院校
合作企业
技术提供方5 建立鼓励教师、学生等主要用户参与建设的路径和机制。

应用推广

6 增强“三动”10项功能开发，提高利用资源库进行学习的动力。 主持院校
合作院校

7 在参与建设院校推广O2O教学新模式。

8 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实施资源库学习成果认可及学分置换制度。 教育部

9 鼓励省市层面、学校层面立项建设中小微型资源库，并建立区域或
国家级资源共享云平台。

教育部或省市
教育主管部门



互联网+ 时代，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七大突破

互联网+职业教育要关注的六个重要领域

建立职业教育比较优势的六个方向



起步

 应用

融合
创新

教育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

教育信息化

2020年

2030年

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四个阶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的划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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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用整合到融合的七大转变或突破

1.开放性（无处不在）------- ---------------

教育空间

2.平等性（客户端无异）--------------------教

育对象

3.多样性（多媒体、物联网）--------------教育

形态

4.无穷尽（大数据、云计算）--------------教育

供给

5.内生性（需求者与供给者整合）--------教育过

程

6.变动性（技术进步常新、常变）--------教育技

术

7.经济性（达成目标的成本效益）--------教育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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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副总理：四个转变

• 从局限于封闭的校园向融入社会转变

• 从只关注学龄阶段的教育向重视终身教育转变

• 从只关心少数人的教育向重视全民教育转变

• 从只关注专业教育向重视多样化教育转变

2012.7.31国家开放大学揭牌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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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职业教育要关注六个重要领域

（1）互联网+职业教育概念、内涵及理论框架

- 科学概念及涵义

- 互联网+职业教育基本原理（知识建构）

- 互联网+职业教育基本特征

- 互联网+职业教育要素与标志

（2）互联网+职业教育技术前沿

- 人工智能

- 学习平台集成技术

- 终端技术与软、硬件

- 现代学习技术 2



（3）互联网+职业教育教学与课程理论

- 职业教育的混合教学

- 教学过程优化与教学重构

- 质量保障与支撑体系

- 自组织教育

（4）职业教育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建设

- 院校长（管理者）信息化领导力

-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5）建立以应用为导向的资源建设机制
- 教育信息化规划、三通两平台、职业院校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教育信息化2030，政府主导、供给导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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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与院校合作

p 从“技术和硬件绑架教育”的诟病中走出来，融入教育教学

改革；

p 工业化时代的技术改变教育之路向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教

育 融合创新之路变轨。

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太快，技术对于教育信息化改革的理念、思

路、设计以及资源库、网络学习平台建设的影响很大，技术提供方的

技术能力、设计水平、合作方式、服务质量的作用很大，学校或教师、

学生用户可能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的应用需求“被代表”，不能充分表

达，参与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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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数据库里建什么数据？

• 一家电商和一家线下实体店的最本
质区别是是否保存了足够的数据。
互联网化的本质是“数据化”。

• 这个“数据”不仅是商品种类、名
称、数量、库存、销售额、盈利等
传统商品销售的要素数据。为消费
者提供商品的选择不能增加店家与
消费者之间的“粘性”。

• 应该是围绕消费者个人的所有业务
的过程的数据化，即消费行为的实
时数据。这是电商的增值所在。

•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育的最本质区别
是是否保存了足够的数据。

• 这个数据不仅是课程、图片、多媒
体、微课、慕课、虚拟仿真、教师、
考试题目、考证、作业、答疑等教
学要素数据。这些增添不了互联网
数据平台与学生、老师之间的粘性。

• 应该还包括学习者的所有学习过程
的数据化，即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的
实时数据。

• 注意“第二种数据”。职业教育评
价的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性，使这种
数据的运用成为比较优势。

互联网典型企业----电商 职业教育



之二：找到作为消费（学习）动力的需求

•商品消费者
²商品需求：

生活或生命之需

- 更优

- 更好

- 更便捷

- 更适合

- 更便宜

- 更及时

•学习者
²知识需求

获得并持续发展之需

- 好奇

- 懂得

- 认同

- 掌握

- 实践

- 创新创造



职业教育学具有的比较优势

u学习者

²知识需求

持续发展之需

- 好奇

- 懂得

- 认同

- 掌握

- 实践

- 创新创造

u职业教育学习者

知识需求

就业需求（劳动需求）

• 职业信息

• 职业预测

• 人才市场

• 人才政策、社保制度

企业需求（用人需求）



之三：客户资源是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有不同的创新发展路径，决定因素

是各自创新生态体系中的优势资源是什么？

n基础教育：人口带来的刚性需求

n普通本科高等教育：既有制度的优势，供给侧保障

n职业教育：客户优势（个体劳动就业、企业对人才需求）

• 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互联网学习平台建设中，如何更好地

服务于自己的客户呢？

n对于学习者来说，个性化、精细化是服务改进的方向；

n对于企业等用户来讲，敢不敢把培养过程数据化让企业共享？

• 最先进的东西在企业手里，不利用好职业教育这一客户资源，基于

资源库建设水平的职业教育不能服务好企业。



之四：数据库内容的属性与标准

Ø资源库内容建设使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离

- 现在的职业教育是学校学历职业教育，是学历教育与
职业教育的混合体。

- 数据库里面的内容构造单元，要分清楚哪些是职业教
育，哪些是学历教育（知识教育、技术教育、工程教
育等），资源分类不要混在一起。

Ø普通教育本身就是学历教育，内容属性与标准比较

单一，常用学科专业的具体科目对课程加以区分和

命名即可。职业教育按照能力素质单元加以区分，

而不是科目化课程。



之五：学习平台的用户关系

Ø 互联网学习平台的师生关系

          (a+b)2= a2 + 2ab + b2

老师  老师 学生

与    与   与
老师  学生 学生

    学生

  与
  老师

Ø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在互联网+的生态下，不是
相加的关系，而是乘法关系。如何理解，如何做到？



之六：互联网+职业教育+？+？

u职业教育的跨界融合是其他教育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u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公式应该修正为：

ü互联网+职业教育+X+Y

ü比如：互联网+汽车后市场服务，往往会再 +保险、+代驾、

+救援、+拼车、+停车服务等等。

u职业教育只有真正跨界与融合，才能产生细分领域

的创新。基于互联网的职业教育更可能变为现实。



结  语

你任何时间对“互联网+”给出的界定都不会是最终答案。

             ------张晓峰（价值中国会联席会长，“互联网+百人会”发起人）

•趋势：

所述比较优势是当前版本的资源整合和学习平台的发展

方向，或者说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的问题。谁突破谁就能占得

发展先机。

•原则：联、用、粘

        联为基础，用为核心，粘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