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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校园建设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是各个学校提升综合实力的有力抓手。职业教育是我国

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

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推动了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2] 为了顺应

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教育部于

2018 年颁布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以期职业院校

数字校园建设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实现数字校

园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全面普及。1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选取

本文将 CNKI 中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以“职业院校

数字校园”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最早发表文献的日期是

2004 年，因此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4 年至 2021 年，共

有 265 条检索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教育部于 2018

年颁布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中指出：“仍沿用

“数字校园”而非智能或智慧校园”[3]，因此，需要将

2018 年以后发表的与“智慧校园”和“智能校园”相关

的文献剔除，同时以核心期刊，下载量，被引数作为样

本的选择依据，对文献进行筛选。最终将筛选后剩余的

210 篇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其中包括 197 篇期刊论

文和 13 篇硕士论文。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 2004 年至

2021 年发表于 CNKI 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对职业

院校数字校园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分析。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研究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

量描述的研究方法 [4]。该方法通常旨在对研究对象的本

质性事实和发展趋势进行清晰的梳理和了解，以此对其

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和挖掘，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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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趋势加以预测和把握 [5]。凭借客观、系统、量化

等特点，内容分析法目前被广泛运用于分析文本材料，

概述某一领域研究现状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6]

（三）编码体系设计

社会科学将研究类型分为了五大类，分别是以研究

目的为主的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以

研究内容为主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此为基础，王

运武将数字校园的研究维度分为了：数字校园规划设计

研究、数字校园建设与部署模式研究、新媒体技术在数

字校园中的应用研究、数字校园应用与评价研究、数字

校园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数字校园建设中教育信息化

领导力研究、绿色数字校园与生态数字校园研究七个部

分。[6] 其他学者将数字校园的研究主题分为了理论研究、

相关技术研究、设计研究、建设研究、实践应用研究。

结合之前学者的分类经验与研究样本中的研究类型，

本研究将研究主题类目分为了：理论研究、相关技术研

究、应用研究、资源建设研究、评价研究五个部分。选

取了三名评判者对本研究类目进行评判，三人的平均相

互同意度为 0.8，可得三位评判者的评判信度为 0.92，根

据经验，如果信度大于 0.90，则可以把主评判者的评判

结果作为主要内容。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发文年限与发文数量分析

我国最早有关职业院校数字校园主题的文献发表

于 2004 年王史春的《谈高职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几点思

考》，盘点了当时校园网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为高职

院校信息化管理、规划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并指出

了高职远程教育是高校教育教信息化的趋势。2004 年至

20117 年，发文数量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这一期间，国

家颁布了《2003— 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加

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当前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各个学校

尝试建设数字校园，探索适合本校特色的建设道路，这

一时期专家学者将目光放在了数字校园建设的规划与应

用方向。2018 年至今，发文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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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引是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 2020— 2023》，国家将更多的视线投向了职业教

育的发展，政策的导向将更多资源倾斜给了职业院校的

数字校园建设工程当中，也引来了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热

情，而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心更偏向于数字校园建设对学

生实践技能培养与职业能力发展的更深层次的研究，结

合“双高院校”的建设背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更上一

层楼。

（二）文献来源机构分析

对研究样本的来源机构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了解

我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的研究情况、包括文献的可信度

与权威程度。从文献来源机构可知，各大高校是职业院

校数字校园研究的主阵地，说明高校师生十分关注职业

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教育技术学的核心期刊刊登的文献

的比例最高，教育技术领域是教育信息化相关研究的有

力推动者，促进着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有

少部分文献来自于高校硕士的毕业论文，且集中发表于

2018 年后，说明政策的倾斜，开始吸引专家学者的目光，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研究当中，也显

现出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深

远意义。

（三）研究主题的内容分析

1.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指导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的根基。通

过对文献的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有对数据平台建设的策

略研究，培养师生信息素养的策略研究，数字校园建设

路径研究，数字校园系统建设研究，涵盖了职业院校数

字校园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从顶层设计到底层实施，

从硬件建设、管理到培养师生的信息技术素养，为职业

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2. 相关技术研究

相关技术研究是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中所使用到

的相关技术，其中提到了大数据平台构建技术，为了提

升数字校园服务能力，对不断获取的新数据和大量历史

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和分析，充分挖掘大数据价值。[8]

还有云计算与虚拟化技术的应用，虚拟化技术使得云平

台迁移和备份成为可能，并大幅减少系统停机时间，提

高可用性。虚拟化技术为云计算技术的实现提供了必要

技术，并提升了云计算技术的可靠性。[9]

3. 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展示了学生画像技术、CRP 系统、基于

SOA 的应用建设与服务集成、在线考试系统、电子书包、

教学资源库等技术，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背景下的应用

情况与使用策略，同时，也有以数字校园为背景开展的

翻转课堂模式应用的研究，丰富了以信息技术为背景下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途径。

4. 资源建设研究

资源建设研究更多是以围绕教学资源建设的模式与

策略以及数字校园资源规划与整合来进行的，但是资源

的类型依旧是以《教育资源建设规范》中划分的资源类

型来研究，新出台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中》中所

提到的职业教育层面的仿真实训资源与数字化场馆资源

还未有相关研究涉及。

5. 评价研究

评价研究是所有研究主题中数量最少的，围绕数字

校园的管理指数，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校园的管

理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研究的匮乏，说明了对职业院校

数字校园研究的深度不够，反映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刚刚受

到政策的青睐，所以相关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总结与展望

数字校园推动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为技术技能

型人才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培养模式，并且受到政府的大

力关注，政策的不断倾斜，将会吸引大量专家学者投身

于职业院校数字校园的研究当中。但是目前由于资源建

设的滞后，评价机制的匮乏，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国家重视度的逐步提高，越来越

多的资源会倾斜到职业教育建设上面来，数字资源的建

设将会逐步完善，与之配套的评价体系也将随之出现。

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校园的功能效益，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专家学者投入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的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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