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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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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对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问题背景

和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从解放思想更新理念，人工智能促进教学管理、强化逻辑思维训练，丰富人工

智能课程和构建企业合作衔接，举办人工智能创新比赛等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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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I's involvement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First，it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AI's involvement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I's involvement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o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updating the concept，AI promotes teaching management，strengthens logical thinking training，

enriches AI courses and builds enterprise cooperation，Several aspects，such as the hol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competition，are explained and discussed in depth，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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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互联网产业之一，已经运

用到各个行业中，有效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帮助更多工作人员环

节工作压力，但人工智能在中等职业教育这一领域中，仍然面临着

不同挑战，如就业市场、技术需求、资金投入等等，针对合一情况，

中等职业教育有必要做出与时俱进的教育调整，为社会培养出更多

高质量、综合型技术人员。注重对教育模式的完善，凸显学生的主

体性，充分体现出办学机制的灵活性，不仅引入新颖、丰富的教学

内容，为学生带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有关课程，不仅实现全方面人才

的培养，同时也促进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 

一、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问题背景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充分体现大数据的价值，进一步融入到

医疗、电信、教育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对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提供支

持，更好的对传统教育中的不足进行弥补，实现互联互通、数据信

息开放、信息共享的发展前景[1]。针对数据信息大量增加这一情况，

企业中有关数据管理、信息安全等也出现问题，例如，对用户隐私

数据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获取，在职业教育汇总也通过大数据进行分

析和反馈时出现问题，职业院校中的教育管理，师生信息的安全性

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威胁。职业教师通过对大数据的运用，详细分

析学生的实际情况，在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对信息进行整个与运用。

若学生没有形成一定的信息安全责任思想，社会有关制度也没有提

供数据安全保证，就会出现数据丢失这一情况，进一步造成安全问

题。若没有严格的政府监管制度，也会出现监管不合理这一情况，

学生会产生信任危机，为关键性技术在不同行业中的运用产生阻碍。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工作人员有必要提升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问题，

建立对应监管机构，正确规范职业院校和企业所面临的不同风险，

也是如今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 

二、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 
结合市场发展实际情况，掌握人工智能人才发展方向，才能制

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战略，进而满足中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

的目标和教学目的，为社会培养优秀的综合性人才，做好发展力度

的掌控，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发展中等职业学校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今人工智能在中等职业教育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如下： 

（一）缺乏师资力量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而言，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有较高的要求，

具有实践性特点，其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不仅复杂、且具有系统科学

性，又因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更多领域得到运用，新知识、

新技术也在不同的增多，这也是导致中等职业教育要具备充足知识

和技能的一个关键原因，并且在对问题思考这一方面，有关教育人

员要具备发展眼光，才能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3]。其次，工业

行业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支持效果要高于教育行业，造成教师对人工

智能这一方面，能力和实力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的情况，无法将更多

工作精力放在人工自能研究上面。 

（二）学生缺乏兴趣 

针对中等职业教育情况进行分析，很多院校的学生成绩偏低，

难以对专业知识产生正确的理解，很多学生无法针对逻辑性较强的

思维、计算能力学科产生兴趣，特别是数学、物理等学科，但这些

学科和人工智能学科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若学生不能在学习这些学

科中采用正确方式，就不能满足应试需求。因此，如何帮助学生正

确解决具有复杂性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掌握人工智能学习的正确

技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核心技能，是如今中等职业教育开展人工智

能教学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社会定位不明确 

如今，很多教育学者人员没有全面性掌握人工智能算法的基本

条件，单一的认为人工智能使用，就是有复杂性的数学理论作为支

持，通过专业人员、工程师进行开发和研究，针对技术岗位不同环

节中所占据的关键位置进行忽视，如研发环节、设计环节、生产环

节等。还有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中职学生可以胜任的人

工智能有关工作，不注重对技术的熟练操作，发掘一些与学科研究

之间存在的不同，同时和工程实际情况的关键问题，进一步促进学

生创造性能力提升，更好实现问题解决的高效性[4]。 

（四）人才培养目标不明 

一些中等职业教育在对人工智能发掘和实施过程中，单一的停

留在维修、生产等方面，并没有意识到在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实

际操作租用，而是将这一技术更多的运用在工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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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难以营造学生与知识、市场之间的

实际基础，更多的将时间浪费在学生不擅长的升学考试方面，无法

满足社会实际发展需求，才失去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机遇和方向[5]。 

三、人工智能介入中等职业教育的策略 
（一）解放思想更新理念，人工智能促进教学管理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原因，

是从原本的人类社会与物理空间构建一个全新的二元空间，朝着物

理空间、人类社会、信息空间所构成的新三元空间进行演变。因此，

中等职业教育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管理方面都可以引入人工智

能有关理论和技术，进一步丰富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法、专业建

设、课程内容完善以及考核评价等多个方面。如今，中等职业教育

中非计算机专业课程，其中的信息技术课程十分少，并且有关数据

处理、数据编程、人工智能课程也少之又少，这样的课程内容安排

不利于学生信息提升，需要做出对应调整，适当减少今后可能被人

工自能所替代的课时内容，如电算会计与环境监测等[6]。同时，在人

工智能的引入中，可以有效提升教学和管理效果。人工智能背景下

教师这对一些重复性工作、数据所沉淀的教学任务，如作业批改、

课堂考勤等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样教师就能抽出更多的

时间、精力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进一步为学生设定更为针对性

的教学服务，也可以针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优化，如，优化教学

评价方式、丰富教学资源、有效减少充分性工作，真正提升中等职

业教育的工作效率，真正落实因材施教这一教学理念。同时，学生

在学习方法、学习方式方面也得到不同的构建，在大数据智能在线

学习平台的支持下，学生不在受到学校、学科、专业内容的封闭，

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学习，将更多的碎片化时间和个性化学

习进行结合。更重要的是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跟踪

记录，如，学生是否在上课期间睡觉、是否玩手机、是否在教师中

与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等等，这些都能够在数据监测中得到智能解析，

为教师开展的过程性评价提供全民性的有效支持。越来越多的考试

也变得更加自动化，考生可以通过人脸是被完成考生资格审查，并

且监考和阅卷都可以通过机器所完成。 

（二）强化逻辑思维训练，丰富人工智能课程 

首先，要想提升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并且获取更好的运用效果，

就要在强化机器学习、数据发掘、高级语言处理等方面进行强化，

引导学生形成较强的数理逻辑，为自身的计算机能力奠定基础。全

慢性针对数学、物理学科的兴趣问题进行解决，为学生引入计算机

基础、程序设计具有一定难度的课程，提升学生的知识专业性。 

其次，为学生引入人工智能操作实例，深化问题解决效果。中

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核心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发挥这一途径丰

富人工智能的实践环节，教学内容融入：针对原始人工智能应用架

构创设发展智能化系统。现阶段，很多与智能有关的企业已经构建

开放性人工智能平台这一任务实践环节，如，云服务公众平台等，

在其中设置多种语言智能搜索这一功能，这一部分作为重点，为学

生全面阐述平台使用的正确方法，引导学生在熟练人工智能技能操

作的同时，进一步对学生的知识领域内容进行深化[7]。 

后，为学生引入人工智能人文素养课程，丰富学生的人格塑

造。中等职业教育过程中，通过专业讲座这一方式，对网络资源进

行充分运用，为学生设置人工智能人文素养课程，主要目的主要体

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学生对数理知识缺乏兴趣，及时讲解丰富的

知识点、技能训练课程，学生都难以在短时间进行快速掌握，缺乏

对内容的有效转化，但对人文类课程的引入，针对学生的好奇心进

行调动，学生可以不提前准备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对这类课

程产生学习兴趣之后为之后的人工智能学习提供支持[8]。第二，人文

也是通论中的一种，有效对学生的眼界、思想高度进行提升，因为

人文教育中涉及到的都是人类所累积的经验和文明的正确运用，有

利于学生情怀和气质的提升，为学生的综合素养、人格健全发展提

供保障。 

（三）构建企业合作衔接，举办人工智能创新比赛 

作为企业中的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具备很多专业化能力，邀请

企业中优秀技术人员能走进校园为学生开展培训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过程中，不仅可以这对知识技能

的创新时长进行缩短，同时中等职业教育院校中的教师、学生之间

不能达到这种相容方式，在教育目标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并且能

够结合中职学生的发展特点为学生选择适合的教育方式，更好的对

内容进行理解和掌握[9]。因此，中等职业院校有必要为学生设定长远

发展目标，优化教师培训机制，进一步提升教师自身在人工智能技

术能力的要求，在企业工作人员领导下、以及培训机构的合作中，

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教师为学生举办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创业比赛，强化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运用，进而提升在教育市场所占

据的地位。在教学实践中，单一、枯燥的影视学习方式，中等职业

学生对实践操作内容更加感兴趣，教师可以发挥竞赛这一方式的优

势，促使学生将知识进行内化，更加熟练的完成对人工智能运用的

整个操作流程，才能更好的意识到自身专业在工程运用的重要性。

不仅对专业知识进行强化，也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管理都进行

提升，是学生成长中不可获取的关键因素。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劳动人员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就是自身工作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渠道，

很多人们自身独特的能力，人工智能还难以达到标准，如创新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职业管理能力等等，这些都是学生在理论课程中无

法掌握的，需要在生产产品设计和运用中进行落实。因此，在如今

社会环境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中，开展竞赛中深化学生管理人工智能

的认知，有效提升知识运用和实际操作能力，是新时期对人才培养

方式的一种创新。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发展中所呈现的人工智能，在中职教育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需要结合院校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

人工智能的引入，优化教学的各个环节，管理的各个方面，不仅促

使学生收获丰富的知识内容，也得到能力、素养的多方面提升，致

力于为社会培养更多的综合性技术人才，为人工智能在现代化社会

的发展中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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