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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的内涵与模型研究 
李奇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0) 

摘要：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本文从教学法、教学空间、支撑技术三个方

面探讨了人工智能与职业技术融合的关系，探讨了人工智能与职业技术融合的意义和模式。本文的研究为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人工

智能”赋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为“多维”的创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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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chan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ace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mod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empower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ve "information"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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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高职教育”的融合，还存在着“与教学模式

脱离”、“学习空间不够个人化”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

深入探讨“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的内涵、模型，以期推动中

国教育 2.0 时代的变革，从而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 

一、“人工智能+高职院校”融合的内涵 

“人工智能+高职教育”重点介绍了《双高计划》中的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并能够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所实

施的 20 条方案提供一定的支持。2009 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拉

德克利夫等人提出了“PST”的框架理论思想，关注教学法、支撑

技术与学习空间三个维度及其之间的关系。近几年，这一研究成果

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可以为高职教育的信息技术赋能提供一

定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教学理论”是以结构主义和皮亚杰的结

构主义心理学为理论依据的。本文重点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高等职业

教育的主要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主要维度的主要因素

的特点。 

二、“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模型构建 

本文运用“PST 框架理论”和“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对“人工

智能+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理解，说明教学法、教学空

间、支撑技术的三个维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

对“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的综合调查问卷进行了统计，得出了三

个因素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频率，在

教学法维度上，影响教学法的因素有：教学目标、教学理念、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方式；三个因素对教学空间的影响是：

学习空间规划、学习空间陈设和学习空间环境服务；对技术支持的

影响因素为智能技术、教育大数据和应用服务，从而最终完成了“人

工智能+高职教育”的基本理论模型的建立。 

三、“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问卷调查设计 

问卷调查表在设计时要，首先依据“PST 框架理论”到从教学

法维度、教学空间维度、支撑文件维度这三个方面描述主要影响因

子问卷试题的内涵。其中，在教学法维度，教学目标要关注 AI 赋

能高职教学的课程目标以及答成度；教学理念要关注高职教育与

“1+X”证书融合等主题理念；教学方式要关注高职教学中的混合

式、参与式教学活动设计，以及主体讨论、教学评价等；教学内容

要关注讲授课程的概念、原理及其之间的联系；教学组织方式要关

注个性化教学、启发式教学、混龄教学、线上线下、翻转课堂等。

在空间教学维度，学习空间规划要关注学习空间的有效布局；学习

空间环境服务要关注学习空间与物联网等终端设备的融合；学习空

间陈设要关注智能家具与学习空间的融合问题。在支撑技术维度，

教育大数据要关注高职教育大数据的多模态问题；智能技术要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教育的问题模型建构；应用服务要关注高职

教学场景的典型应用。 

另外，本研究采用了“问卷星”的问卷调查平台进行在线问卷

调查。本研究以“智慧职教”、“中国大学 MOOC”、“超星泛雅”

等主要的学习平台使用者为研究对象。调查时间为期三个月。调查

显示，年龄 17～23 岁的占 78.1%、24～30 岁的占 19.1%、30 岁以

上者占 2.8%。此外，男性占 43.6%，女性占 56.4%。其中，文科与

管理类专业占 60.8%，理工科占 39.2%。 

四、影响“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的因子 

（一）教学法维度主要影响因子 

在对进行“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可

以构建起“人工智能+高职教育”的教学法维度影响因素的关键词

云图，从关键词云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

中的教学目标、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组织方式

等高频词汇成为“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中教学法维度的主要

影响因素。 

1 教学目标 

结合“人工智能+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是以“职教 20 条”为

指导，着眼于提高高职教育的综合素质，注重对“大国工匠”、“行

业技术能手”等技能人才的培养。 

2 教学理念 

结合“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教育理念，将会在“1+X”证书制

度模式下进行试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素质的

应用型人才，但单纯为了取得文凭的传统教学观念已经不适应当前

形势，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形势下。通

过等级证书，可以有效地充实高职院校的知识结构，使高校和企业

之间的人才需求能够完美地对接，并能有效地缓解人才的需求。 

3 教学内容 

以华为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的培训课程体系为实例，分别对

其进行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的开发。“1+ X”的知识将会被

修改后的专业培训计划所对应。这一教学改革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实

现学校的专业课程与企业的人才需要相适应。 

4 教学方式 

“人工智能+职业技术”结合的教学模式，提倡“以高职学生

为本”、“巩固式”、“启发式”等原则，并提倡“因材施教”。不同

于传统的“以教师为本”的教学模式，“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是一

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像，利用学习资源的个性推送等技术为每

一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 

5 教学组织方式 

“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的教学组织模式倡导参与教学、碎片

化学习、个性化教学、翻转课堂、混龄教学等。有别于传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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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模式，“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结合的教学机构，以智慧职业教

育、中国大学 MOOC、超星泛雅为主要的教学资源平台，打造了高

等职业教育的精品课程。 

（二）教学空间维度主要影响因子 

“人工智能+高职教育”尤为注重用户体验，并支持课堂互动。

因此，在学习空间规划、学习空间环境服务、学习空间陈设等方面，

必须与传统的教学空间的要求进行区分。 

1 学习空间规划 

“学习空间规划”是指在学习空间中进行有效的布置，其中包

含了通透性、光度、智能化和人性化等要素。当前，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在高职教学中的运用，教学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混龄教学、

个性化教学、AR 教学、VR 教学等都被广泛采用。但是，这种教学

方法对学生的空间布局、层次性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对

教学空间的规划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对开放式空间进行有效的规

划，可以更好地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在进行各

种教学活动时产生的相互影响，同时又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当

前，部分高校纷纷建设“智能大厦”，并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学

习空间的规划中，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学习空间环境服务 

“学习空间环境服务”是指将智能技术和物联网等终端产品结

合起来。学习空间的光线、温度、色彩、湿度等因素会对使用者的

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长期的学习者来说，智能服务的

应用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智能空调、智能照明系统等在学习空间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使用者的使用体验。另

外，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等大学的科研人员利用无线

定位技术，在学习空间中寻找“智能网格”，为使用者提供更为精

准的个性化服务，从而使学习空间中的光线、温度、湿度等要素的

使用体验得到极大的提高，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费用。可以预计，

随着学习空间环境服务相关的智能产品的推广，将会对学生的学习

环境产生更好的影响，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3 学习空间陈设 

为了提高使用者的学习经验，学习空间陈设注重将人工智能技

术与新型家具相结合。可以预计 ，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产

品的规模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具将成为职业教育的一

部分。 

（三）支撑技术维度主要影响因子 

伴随着第三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职业

院校的教学中也迅速发展起来。一般的，我们将人工智能与高职教

育融合的技术维度分为三个层次：教育大数据、智能技术、应用服

务。其中，教育大数据是层处于底层，它的功能是向智能技术层面

的人工智能算法提供信息；在中间层次上，智能技术层主要是通过

选取适当的算法来训练输入的教育数据，然后建立相应的模型；应

用服务层是在最上层的，它负责为不同的教学环境提供服务。 

1 教育大数据 

在“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中，教育大数据层是位于技术

支撑体系的底层。近年来，出现了“智慧职业”、“超星泛雅”、“中

国大学 MOOC”、“小鹅通”等多个教学平台，这些线上教育平台都

是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来进行设计，从而形成了海量的“教育大数

据”。自 2020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各大高校多进行线上授课，致

使各大教育平台迅速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教育大数据。 

大量的数据也是一种挑战。当前各种教学平台所收集的教育数

据主要是文字、笔迹、情绪、动作、脑电波、眼睛注视等多种模式

的数据，因此在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等方面还有待改进，

以达到对智能技术层面的有效服务。 

2 智能技术 

在“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中，智能技术层面处于支撑技

术体系的中间层次。在智能技术层面，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

对经过处理的教育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形成最终问题的求解模型。

智能技术层次的算法分为三类：聚类、分类和强化学习。其中，像 

C4.5、ID3 和 SVM 等就归属于典型的分类算法范畴。在不同的应用

服务层次上，有必要对其进行不同的建模。 

3 应用服务 

在“人工智能+高职教育”融合中，应用服务层是位于技术支

撑体系顶层的。应用服务层是对各种复杂的教学环境进行智能技术

层面上的建模。主要是智能学习监控、智能环境构建、智能学伴、

智能教学诊断等。在高职院校实施个性化学习，使教学模式由“以

师为本”向以“以人为本”的教学模式转变，从而真正做到因材施

教。 

结束语： 

基于结构主义教学和 PST 框架理论，探讨了“人工智能+职业

教育”的内涵和模式，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教学法、学习空

间、支撑技术三个方面以及 11 个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本

论文的研究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工智能赋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

角，为构建多维度、多视角的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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