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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多元数据驱动的“双结合”学习评价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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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一方面通过校内三平台、校外三平台的建设，构

建校内校外“双循环”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以利用校内资源进行

大循环为主体，以利用校内校外资源相互促进进行双循环的人才

培养新格局；另一方面，基于“双循环”人才培养体系和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通过校内循环学习评价与校外循环学习评价相结合、

线上学习评价与线下学习评价相结合，创新构建“双结合”学习

评价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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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源多元数据驱动的“双结合”学习评价模式创新的背

景

（一） “新基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新工科、对专业人

才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基建七大领域包括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特高压以及

5G 基站建设。相较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的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

围更广，更具有数字经济的特征。它将以产业智能化升级、数字

化转型为支撑获得快速发展，并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早在 2018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把 5G、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列为 2019 年经济建设的重点

任务之一。从 2019 年开始，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六稳”的总基

调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

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服务的基

础设施体系正在逐步建立。新基建的“蓝图”绘制过程中，数据

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将在助推新基建

落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基建七大领域的重要内容，5G、大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出了新的

要求。同时，这些领域也对新工科专业群建设及其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要求。

（二）“三教改革”“育训结合”“德技并修”等成为新时

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学习评价模式改革创新的动力、要求、目

的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旨在建设一批高水平的高职学校

和专业群，使它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

化进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高质量人才支持，并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双高计划”不仅意味着要打造一

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达到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机构，更重要的是探

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世界水平的高职教育路径，优化人

力资源结构，助力中国成为国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创新的中心。

在“双高计划”的建设任务中，育训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职

业教育模式的基本内涵，德技并修是高职教育立德树人的核心要

求，而“三教改革”则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关

键举措。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围绕育训结合、德技并修和三教

改革的实践探索，加快构建新的职业教育学生德育评价、学习评

价和技术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受到“五唯”评价体系的束缚，这

种顽瘴痼疾影响了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和社会认可度，导致配套

政策难以落地，使职业教育发展面临困境。评价体系直接关系到

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会引导出什么样的

办学导向。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育训结合、德

技并修和三教改革真正得以高效实施的关键所在。

二、多源多元数据驱动的“双结合”学习评价模式创新的路

径

（一） “双循环”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本研究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新工科专业群为实证，通过进一

步深化产教融合，密切校企合作，在校内构建基于“一院”“一室”“一

中心”三平台建设的“内循环”人才培养系统，在校外构建基于

三类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三平台建设的“外循环”人才培养系统，

探索构建专业群“双循环”人才培养体系，总结多源多元数据驱

动的“双结合”学习评价模式创新策略如下。

1.“内循环”人才培养系统构建

通过“一院”“一室”“一中心”三平台建设，即通过在校

内建立理事会形式专业群工业互联网产业学院、人工智能联合创

新实验室、大数据分析工程技术中心等，建成新工科专业群校“内

循环”人才培养系统。

（1）工业互联网产业学院

整合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工科

专业群资源优势，新引进一批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

小微企业，进一步推动专业群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密切合作，在

现有“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新大陆物联网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

院涂鸦智商学院”的基础上，校企行共建理事会形式的专业群“工

业互联网产业学院”，构建集教学、培训、X 证融通、技术服务、

双创教育等五位一体、虚实结合的“内循环”人才培养体系。

（2）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

立足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的“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广东省博士工作站”及其优秀博士人才资源，依托国家级、

省级、市级重大科研项目，整合学校信息化技术资源，协同人工

智能技术龙头企业，共建“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使之既

成为专业群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的平台，又成为面向专业群优秀学子通过师傅（博士）带学徒（“研

究生”）方式开展职业教育、技术创新的场所。

（3）大数据分析工程技术中心

整合新工科专业群的广东省高校智能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中山市数据采集与大数据分析工程技术中心等资源，

创建新工科专业群“大数据分析应用工程技术中心”，面向大数

据产业链中、下游，聚集一批大数据产业相关企业和用户资源，

着力构建大数据储存、分析、应用等智慧服务平台。

2.“外循环”人才培养系统构建

通过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大数据

技术应用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等三平台建设，构建专业群“外循环”人才培养

系统。

（1）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依托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司南物联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中山市天启智能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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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物联网、互联网龙头企业，密切校企合作，共建工业互联网

技术应用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满足新工科专业群学生工

业互联网技术应用职场认知、生产实习、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工

作的需要，成为新工科专业群学生“外循环”式学习环节的场所。

（2）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依托万维视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山市易达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中山市智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人工智能技术龙头企业，

密切校企合作，共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满足新工科专业群学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职场认知、生产实习、

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工作的需要，成为新工科专业群学生“外循环”

式学习环节的重要场所。

（3）大数据技术应用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依托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分公司）等工业大数据龙头企业，密切校企合作，共建大

数据技术应用类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满足新工科专业群学

生大数据技术应用职场认知、生产实习、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工

作的需要，成为新工科专业群学生“外循环”式学习环节的重要

场所。

（二）“双结合”学习评价模式构建

由于上述人才培养体系是校内、校外双循环的，所以，学生

学习评价模式也应该是校内循环学习评价与校外循环学习评价相

结合的；又由于教学模式是线上、线下同步实施的，所以，学生

学习评价模式又应该是线上学习评价与线下学习评价相结合的。

为此，需要通过校内循环学习评价与校外循环学习评价相结合、

线上学习评价与线下学习评价相结合，创新构建多源多元数据驱

动的“双结合”学习评价新模式，推动育训结合、德技并修有效

落地；然后，发挥项目负责人的大数据科学专业技术优势，运用

大数据技术和可视化手段，借助建立的数学模型，对取得路径多

元化、考核内容多元化、给定主体多元化等多维度评价数据进行

爬取、分析、计算，考查学生学习 效果，构建可视的学生学习画像。

1. 内循环学习评价模式

（1）线上学习评价

在线上，依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获取作业提交次数、

客观题正确率等数据，来考查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通过获取在线

学习频率（次数）或周期（时长）、在线问答互动活跃度等数据，

来考查学生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等素质养成情况。每个考察项目

赋以规定分值，由电脑在线自动爬取、分析、计算，从而得出学

生线上学习评价成绩。

（2）线下学习评价

在线下，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技能培养为目标，按照项目

导向将职业技能竞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取等活动项目融入课

程实践教学环节，最终通过学习者互评的方式，获取学生专业技

能训练成绩；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专业知识传授为目标，按

照任务驱动将作业、报告等学习任务融入课堂理论教学环节，最

终通过学习者互评的方式，获取学生专业知识学习成绩；获取教

师依据课堂出勤问答表现给定的考评成绩，动态考查学生的素质

养成情况；获取教师依据期中或期末或期中 + 期末给定的考评成

绩，定期考查学生的综合专业能力水平。每个考察项目赋以规定

分值，分别给予爬取、分析、计算，从而得出学生线下学习评价

成绩。

2. 外循环学习评价模式

（1）线上学习评价

在线上，依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获取作业提交次数、

客观题正确率等数据，来考查学生在企业里的职业知识掌握情况；

通过获取在线学习频率（次数）或周期（时长）、在线问答互动

活跃度等数据，来考查学生在企业里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等素

质养成情况。每个考察项目赋以规定分值，由电脑在线自动爬取、

分析、计算，从而得出学生在企业里的线上实习评价成绩。

（2）线下学习评价

在线下，以入职为导向，获取由企业兼职教师根据职场工作

表现评审的顶岗实习成绩，考察职业技能锻炼培养情况；以问题

为导向，获取由企业兼职教师根据职场经验积累评审的工作总结

成绩，考察职业知识学习掌握情况；获取由学校专任教师根据在

岗出勤爱岗敬业给定的考评成绩，动态考查学生的职业素养情况；

获取由学校专任教师根据实习中或实习末或实习中 + 实习末给定

的考评成绩，定期考查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水平。每个考察项目

赋以规定分值，分别给予爬取、分析、计算，从而得出学生线下

顶岗实习评价成绩。

三、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实施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广东省职业

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的理解，

可进一步丰富“利益相关者”理论、“学生中心论”等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理论，为专业群人才培养、学习评价模式的创新构建学

术研究提供新理念、新观点、新思想。同时，依托“双循环”人

才培养新体系的构建，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

素全方位融合，在校企合作中健全多元化办学格局，在资源整合

中完善专业群建设机制，在结构优化中发挥专业群集聚效应，在

工学结合中探索形成育训结合、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模式新模式；

依托 “双结合”学习评价新机制的建立，推动学习评价模式创新，

促进“三教改革”有效落地，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学习评价实

践探索提供可借鉴的新模式、新方案、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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