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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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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职业学院 山东威海 264400
摘 要：现阶段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正在不断发展，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都有所突破，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高速

发展，迎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学校对于人才培养的模式需要做出优化与升级，以此确保所培养出的

人才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学校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教育工作者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解决。基于此，本文首先阐

述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背景，其次分析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所面临的挑战，最后对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对策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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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i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

hnolog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have made a breakthrough, thu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ushered in the digital ec

onomy era.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s need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mode of talent training, so as t

o ensure that the trained talents are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this proces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s are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educator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new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

my, then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fi

nally studi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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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从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移到数字经济发展上，数字经济时代也随之

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部分企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

发生一定的转变，这部分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所需要的人才

是数字技术技能型人才，这就给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挑战。目前，

我国数字经济的产业正在取代部分传统产业，数字产业所产生的

职业也对传统职业造成一定冲击，出现传统职业人才过剩、数字

产业人才稀缺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职业教育进行相应

改革，培养出数字产业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数字经济时代新背景

（一）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根据《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21年）》可以发现，

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

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由此可知，

数字经济正对我国传统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数

字经济的强势崛起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我国部

分传统职业受到数字产业衍生职业的影响，正在逐渐被替代，传

统人才在就业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的岗位较少，导致大量传统人

才失业，而对于数字产业所衍生的职业而言，人才需求量较大，

但并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才补充到岗位中；其次，数字技术催生处

较多新兴产业，这部分新兴产业正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快速发

展，导致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产生较大变化，出现大量新兴岗

位。从岗位数量来看，现阶段我国的整体就业趋势较好，但实际

上人才与岗位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人才无法满足岗位需求。

（二）技术创新周期缩短

目前，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要求

也在不断提高，为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需求，需要不断进行技术

迭代与技术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各项技

术存在交叉融合的现象，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数字化的趋势，各行

业和各产业未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断追求技术更新的速度，导致

技术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对于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逐渐

升高，单一能力的人才无法适应现阶段技术创新周期，需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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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识、较强专业素养、较高专业水平、较强个人能力以及具

备终身学习意识的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然而，目前的职业

教育模式无法符合现阶段对于人才的需求，所培养出的人才无法

快速适应数字化产业技术创新周期不断缩短的情况，从而导致数

字化产业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给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带来全新

挑战。

（三）新技术促使新职业教育形态的形成

现阶段，互联网和数字产业逐渐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为满足

行业发展需求，催生出新的职业教育形态。受到网络化的影响，

导致职业教育的教学环境与教学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向数字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模式能够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学生能够在任何场所、任何时

间进行自主学习。同时也能够有效拓展学习渠道，将互联网上的

学习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确保能够符合各个阶段学生的学习需

求，打造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教师在对学

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育重点逐渐从教会学生知识转移到提高

学生技术技能能力上，利用网络中多样化的教学资源，提升学生

综合能力，确保能够培养出技术技能型人才，以符合数字经济时

代下的人才需求。

二、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面临

的挑战

（一）专业的滞后性

目前，部分职业教育学校现阶段与数字产业相关的专业课程

存在一定滞后性。其课程体系在设计之初，所关注的重点是帮助

学生掌握知识，因此其中较多的教学内容是以理论知识为主的，

导致学生在完成专业课后只能够掌握部分理论知识，并不能得到

有效的实操经验。还有部分职业教育学校在对学生教育的过程中

不注重案例教学，导致学生所收获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学生思维发展，不利于培养出技术技能型人才。数字

产业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较快，部分职业教育学校在对学生进

行教育的过程依赖课本进行，然而课本中的知识与现代知识之间

存在一定差距，导致学生所接受的知识存在滞后性，使学生在毕

业后无法快速适应岗位。

（二）无法培养出技术技能型人才

我国正在推进教育改革，尽管已经开始推进一段时间，各个

院校也逐渐开始创新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但依旧有部分教师采用

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这部分教师属于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

师，对于他们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信手拈来，对于创新教

学模式的认识不足，导致教师依旧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

学。在课堂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都是基于课堂内容基础上

的，在课后，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严重不足，对于师生之间的交

流没有受到重视，导致双方沟通不足，教师对于学生实际情况的

把握会因此出现偏差，导致教学没有针对性，课堂效率低下。除

此之外，部分职业学校教师对学生的培养还停留在使用传统教学

模式的情况，课堂上教师一个人在传授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

教师做设计演示，学生在课上观摩，给学生实际操作的时间较

少，导致学生实操经验不足。职业院校为迎合市场需要，缓解就

业压力，往往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重技能、轻素质的偏向。

从学生就业的角度考量，学校认为只要学生掌握好专业技能，拥

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其毕业后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满足工

作岗位的需求。但是，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仅着眼于学生掌握了某

项知识或技能而忽视了学生良好职业素养和职业习惯的养成，反

而拉长了学生与工作岗位之间的磨合期，使其不能很快融入社会

与行业之中。在数字经济时代，只有学生不断实际操作，积累经

验，才能有所提升。对于学生而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实操

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学生可以从失败中提取经验，以便于下次

改正，也可以从成功中积累经验，提高学习效率。

（三）职业教育环境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环境有待改善。首先，

需要改善师生关系，新技术可以对师生关系进行有效重塑，帮助

教师进行角色转换，构建生态化的师生关系。教师在课堂上可以

通过数字系统或相关技术来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状态，确保教师

能够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其

次，传统的教学环境只是指学校的环境，然而在互联网的影响

下，逐渐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学生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自主学

习，为此需要在网络中帮助学生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最后，

职业教育学校应该积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主要指的是

实际操作环境。学校应该建立实践课程，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

收获宝贵的经验。

三、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策略

（一）搭建数字产业人才数据平台

搭建数字产业人才数据平台，能够将人才的数据进行集中保

存，确保能够满足数字产业的人才需求，缓解人才需求与人才供

给间的矛盾，主要应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应该将技

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数据进行实时更新与记录，职业教育学校在

开展教育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有效的人才培养方

案，确保能够培养出行业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第二，在对人

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并不是需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的，需要随时与行业实际情况进行结合，不断优化现有的课程体

系；第三，数字产业人才数据平台能够使职业教育所培养出的人

才与数字产业所需求的人才相匹配，因此职业教育学校在对学生

进行培养时，需要依照平台中的数据进行，从各个角度支持学生

学习数字产业的先进技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加学生的实

践经验，确保学生在进入岗位时能够快速适应。

（二）优化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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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校的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标准，是影响学校人才

培养的重要因素，学校能否培养出符合数字产业所需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与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标准息息相关，为此，需要优化

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标准。职业技术学校需要主动将新技术的学

习纳入专业设置中，同时也应该主动了解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和数

字产业现阶段实际需求，确保专业设置与其相匹配。在对学生进

行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将教学标准从培养学生理论知识转移到实

践能力的提升上，努力将学生培养成技术技能型人才，不断增加

学生的实践经验。

（三）深化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对于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深

化产教融合能够使人才与岗位之间的匹配度有所提升，促进职业

教育学校与数字产业之间的融合。为了深化产教融合，可以采用

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从学生的角度而言，校企合作能

够使学生收获更多的实践经验，确保学生在入职后能够快速适应

岗位，同时也有利于将自己培养成技术技能型人才；从学校的角

度而言，校企合作能够使学校深入产业内部，了解数字产业发展

模式与发展趋势，以产业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进行专业设置和教学

标准的优化；对于企业而言，校企合作能够使企业优先接触到学

校中的优秀人才，防止企业内部出现人才不足的情况。由此可

知，深化产教融合是对三方均有利的策略。

（四）完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不具备完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导致部分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只是流于形式，无法培养出高质量人

才，不利于学生未来发展。而建立完善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则能够有效提高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使教育过程更加规范

化、科学化。实现教材创新，创新创业课程应该和时代接轨，才

能更好指导学生完成创业，因此要更新创新创业教学教材，改变

以陈旧的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进行信息化的教学，向学生展示

和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创业思维、创业模式，以此来实现对学

生的科学指导。现阶段部分职业教育学校，为利用网络上多样化

的教学资源，会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线下教育过

程中，教师可以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督，然而线上教育则

无法确保学生的学习状态，为此需要利用智能化技术对学生的学

习状态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教师能够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出技术技能型人才。

（五）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是处于分

离状态的，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能够有效使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之间相融合。部分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人才的学历

成为进入企业的第一道门槛，然而学历高并不代表职业技能强，

这种传统观念需要被打破，在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的同时，各

职业教育学校也可以采取岗课证赛相融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

职业技能不断提升，将学生培养成为技术技能型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字产业的不断发展导致我国处于数字经济时

代，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可以搭建数字产业人才数据平台、优化

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标准、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教育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确保能够培养书技术技能型人

才，为数字产业的人才需求提供保障，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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