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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集大成者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是职业院校牵头，行业企业共同参与，以职业教育专

业为依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共建共享集合全国优质教学资源，满足职

业院校师生、企业员工和社会学习者“能学、辅教”需求的在线教学和学习系统。

一、定位



一、定位

职教发展新趋势：融合创新 专业建设新机制：校际协同

教学改革新模式：技术驱动 校企合作新载体：共建共享

社会服务新平台：资源开放 学校发展新动力：系统变革

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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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促进公平

提升质量



二、成效：促进公平
1.实现优质资源全覆盖

已立项资源库覆盖了高等职业教育全部 个专业大类，为全国相

同（相近）专业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实施提供范例和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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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专业大类分布情况



二、成效：促进公平
1.实现优质资源全覆盖

资源库共有注册用户108.7万人，

其中学生用户87.8万人，52个资源

库学生用户占该专业全国高职在校

生一半以上。

资源库用户类型分布情况



二、成效：促进公平
二是缩小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专业发展水平差距

72

17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主持单位院校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从建设与应用情况看：

从区域分布看：

中西部资源库第一主持单位比例仅为27%

情况下，中西部注册用户比例达到42%。

中西部职业院校师生与东部职业院校师生

平等地使用优质教学资源，最为高效地提升

了中西部专业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成效：促进公平
三是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社会学习者用户60,215人

为社会学习者提供资源和服务，提升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为形成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

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条件和保障。



二、成效：促进公平
三是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数字媒体资源库专门建设了“残疾人专用频道”，开

发手语特色课程5门，开展手语、口语、书面语三语教

学，可以满足重度肢残、听力残疾等各种类型残疾人的学

习需求。目前深圳开放大学残疾人学院的200名学员正在

使用资源库进行专业学习。



二、成效：提升质量

一是丰富了职业教育优质数字化资源供给

160万+

多媒体素材量

30.2TB

资源总容量



二、成效：提升质量

一是丰富了职业教育优质数字化资源供给

课程总量快速增长、类型不断丰富

资源库共有标准课程1280门，平均每个资源库13门；自建课程3777

门，平均每门标准课衍生3门。

素材类型结构逐步优化

2016年新建资源63.8万条，文本和图形图像类资源合计占比为

46.95%，比2016年之前的存量资源低了15个百分点；

视频类素材增加14.8万条，占比首次超过文本类资源，成为仅次于图

形图像类的第二大类资源。



二、成效：提升质量

二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虚拟仿真

30703个

用以替代危险性高或难以安排的现场实习、展示现实教学中难以理解的复杂

结构和复杂运动等，解决实训教学中“讲不清、进不去、看不见、动不了、难再

现”的难题。



二、成效：提升质量

二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资源库拓展了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

参与资源库项目建设，广大教师职业教育理论、方法和教育技术水平得到了提升。

服装设计资源库实施信息化教学改革的课程占专业总

课程的85%以上，学生满意度测评中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

97.1%，学生满意度超过了传统课程。主持单位及联合建

设院校学生大赛屡获佳绩，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服装设

计与工艺赛项一等奖20余项、二等奖10余项、三等奖20余

项，各类省级技能大赛获奖60余项。



二、成效：提升质量

三是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与三大产业布局基本一致

8, 8%

33, 33%
58, 59%

资源库在三大产业分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资源库88个专业中，28个与“中国制造

2025”确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

材料、生物医药、农机装备等10个战略重点直

接相关。



二、成效：提升质量

三是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作物生产技术资源库积极服务三农。新疆呼图壁县五

工台镇中区村棉花种植大户王伟，种植棉花800多亩，在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作物生产技术资源库开展的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培训学习后，掌握了棉花一播全苗技术

及棉花全程化控技术。2014年气温偏高，棉花普遍徒长，

但唯独王伟家的棉花长势喜人，棉花产量比往年增加了

15%，达到385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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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组织架构从上到下

关注重点从建到用

功能定位从教到学



三、特点：组织架构从上到下

从教育部发布目录、招标建设，到院校自主建设、省级择优

推荐，逐步形成了国家、省、学校三级建设体系，半数以上职业

院校参与其中。

从申报通知下发后才着手组织的短期行为

与学校自身专业建设紧密结合的长线工作



三、特点：关注重点从建到用

不断完善各种机制措施，强力推进资源库的持续更新与应

用，要求项目团队组建共建共享联盟，边建设边使用，充分运

用需求导向、应用激励的策略，把资源库使用融入参与建设学

校专业教学全过程。资源库立项不是起点，验收不是终点，极

大地拓展了资源库建设的时间与空间。



三、特点：关注重点从建到用

2014年，要求申请立项的资源库已经上线并保

持运行，注册用户不少于100人且活跃度较

高，在教师授课、布置作业、学生学习、复习

等方面实际应用。

2016年，强调资源库（运行平

台）功能应按照“便捷、成效、

促用”原则构建。

2015年，要求资源库接受“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资源库运行监测平台”对其资源质量和使用成效

的监测，对资源更新到位、应用效果较好的已验收

资源库给予奖励。



三、特点：关注重点从建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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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点：功能定位从教到学

凡有学习意愿并具备基本学习条件的职业院校学生、教师和社会学习者，均能够通过

自主使用资源库实现系统化、个性化学习，并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

辅教辅学

学在教先

以学为首

能学辅教

教学资源库 学习资源库



三、特点：功能定位从教到学

2017年3月，苏州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利用江南园林资源

库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39名法国留学生，实施了24个

课时《苏州园林鉴赏》的教学，通过网络教学和实地鉴赏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使留学生学习了苏州园林的

历史、特点、中外园林建筑比较等理论，鉴赏了江南古典

园林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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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定位认识有偏差

建构逻辑不清晰

建设质量不够高

应用效果不理想



四、问题：定位认识有偏差

单纯认为资源库是信息化资源开发建设项目，未能与学校专业教学

改革与实施相结合。

1

2

3

4

认为资源库建设是个短期项目，认为申报成功为起点、验收通过为

终点，出现按照“项目化”进行人员配备、经费支持、工作安排、

管理规定的情况。

认为资源库是一个政绩项目或者是彰显学校实力的标志性成果，存在

未经充分论证而仓促上马或不结合学校实际突击建设申请的情况。

认为资源库仅是一个专业点上的项目，未能以资源库建设为支点有

效撬动其他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四、问题：建构逻辑不清晰

未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观和行动导向的教学观来开展规

划及设计，仍以课程导向建设为主，传统教材电子化倾向较为明

显，不利于按照职业教育要求开展课堂教学。

为什么建？建什么？怎么建？



四、问题：建设质量不够高

04

部分资源库的资源内容

存在陈旧、过时的情况

02

部分原创资源制作粗

糙，“为微课而微

课” 。

05

部分资源库的非原创资源不注明出处

和使用范围，存在知识产权隐患。

03

部分资源库的资源命名不规范，存在“第

一章第一节”或者简单以字母数字标识的

情况。

01

部分资源库将建设目标量化为资

源类型数量，“为资源而资

源” 。



资源库用户结构不尽合理。行业企业用户和社会学习者占比较低，用户活跃程度有待提升。01

02

03

04

05

用户行为分布不均衡。学生用户行为还未呈现与混合教学模式规律相符合的强相关性。

与实际教学融合不深，对专业教学改革的引导性不强。当作“资源仓库”“为用

而用”“为数据而数据。”

运行平台易用性不够友好。平台功能与“便捷、成效、促用”的目标尚有

较大差距，资源库的用户体验需要较大提升。

服务能力有待提升。行业组织在应用推广中的作用发挥不足；社

会学习者运行资源库进行系统学习的情况较少。

四、问题：应用效果欠理想



四、问题：应用效果欠理想

2015年6月25日

用户行为：33.8万人次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2010年3月 2011年3月 2012年3月 2013年3月 2014年3月 2015年3月 2016年3月

用户行为产生的时间分布情况（按天统计）（单位：万人次）



05
Part

建议

树立现代化理念

组建高质量团队

优化资源建设

提升应用成效

强化全方位保障



五、建议1.树立现代化理念

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改变项目化思维和模式，淡化立项、验收时

间节点，常态建设、常态使用，使资源库建设成为专业改革发展的长线工

程、常态工作。

增强教改意识。把资源库作为推动信息时代教学改革的关键一招，作为加快

学校教学现代化进程的先导工程。

增强主体意识。职业院校是资源库建设与应用的主体，要树立“为我所

建、为我所用”的主体认识，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



五、建议2.组建高质量团队

组建“校企融合、优势互

补”“分工明确、协作有序、执

行力强”的全国一流团队。

开放心态

发挥专业教
师主体作用

上下协同



五、建议3.优化资源建设

以支撑人才培养为原则建立资源结构，从就业岗位、工作场景、能

力需求到具体的知识、技能、素质目标的规划设计，以及据此形成详细

的建设“资源地图”

1

以满足多元需求为宗旨丰富冗余资源2
库内资源应力求丰富多样，超出标准化课程调用的资源范围，

实现资源冗余，以方便教师自主搭建课程和学生拓展学习。



五、建议3.优化资源建设

3 以最优功能实现为标准确定资源形态，应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

条件合理确定各类资源呈现形式，不能为了“颗粒”而颗粒、为了

“微课”而微课、为了“仿真”而仿真，可以简单明了讲清楚的

内容没有必要过度信息化。

以全国一流为标准保证资源质量。最新教学改革成果通过信息技术

转化为可用资源，涵盖专业教学标准规定内容、覆盖专业所有知识点和

岗位基本技能点。优化现有资源的分类、标识、存储、评价、推送等功

能，加速资源更新和淘汰率，提升在库资源的使用品质。

4



五、建议4.提升应用成效

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师生实施深度互动

适应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求

有效完成教学内容

资源冗余性强

师生时空距离近

与实践教学结合紧

学习者协作性好

资源库应用与MOOCs相比具有独特优势。



五、建议4.提升应用成效

把学习者作为服务对

象，有效发掘和满足

他们个性化和多样的

学习需求

学校与世界互联，把

教学与社会联通，教

学资源、教学环境、

教学机构全面开放

大数据技术使个性化

学习成为可能， “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让

学生一次就能学好”

“时时、事事、处

处、人人”的泛在学

习，让学生形成终身

学习的习惯

学习者
中心理
念

开放教
育理念

零失败
理念

终身学
习理念

更新教育理念1



五、建议：提升应用成效

组建共建共享联盟2

以资源库项目建设团队为基础，组建由高职院校、行业协会、业内领先企业组成的资源库

共建共享联盟，推进资源库建设与应用，逐步实现资源库应用在联盟成员范围内的全覆盖。

建立和应用学习成果认证体系3

以标准化课程和模块为认证基本单位，建立课程（模块）质量认证标准，确定在线（混合

式）的教学标准（规范）和学习要求，并为通过考核的院校、教师、学生、社会学习者颁发相

应的认证证书。

4

改革学校的学分管理、学制管理、教学管理和学业评价制度，充分调动用户深度参与的积

极性。

创新教学管理模式



五、建议5.强化全方位保障

树立质量保障大局观，明确所需要保障的不仅是资源库自身的质量，更是

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职业教育的质量。

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从环境质量、团队质量、管理质量、资源质

量、应用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和制定标准。

制定团队管理制度和明确任务分工流程，采用“制度管人、流程管事”，

主持单位要敢于亮剑，及时对建设和应用不力的参与建设单位提出警告或取消

参建资格。

1

2

3



五、建议5.强化全方位保障

强化外部监督，建立“常态监测”“约谈反馈”“随机抽检”等多种方式

相结合的机制，持续给予建设压力。

加强内部激励，相关建设院校要把资源库建设和应用工作作为提升学校信

息化教学水平的重要抓手，在机构改革、专业建设、教师管理等方面形成可持

续推进信息化生态系统建设和发展的制度安排。

4

5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异常迅猛，我们都意识到了它

可能会给职业教育带来很多革命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究

竟是什么现在还很难说清楚。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

源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平台，期

盼更多同仁参与其中，不断丰富资源库建设的实践基础和

理论思考，共同探索中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借助

信息技术革命做大做强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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