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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currently actively preparing to apply for the second round of high-level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plans, and 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jor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ystem “twin plan” to the requirement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uts forward a based on wisdom platform, teaching fusion and data 
driv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odel, aims to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mprove the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and manage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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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模型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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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当下正在积极准备申报第二轮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积极开展专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论文通过系统阐
述“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数字化建设的要求，分析当前高职院校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智慧平台、
产教融合和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模型，旨在推动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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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

局规划》，提出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教育

等重点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

化战略行动 [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

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一系列的政策促使职业教育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高

职院校当下正在积极准备申报第二轮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积极开展专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但在转型升级

过程中存在与产业数字化融合不深；专业群的课程体系建设

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求不对应；教 
师、教材、教法改革数字化方面创新不足；数字化软硬件条

件不足；数字化转型升级评价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基于数

字化教学论、现代化教学论等理论，构建“双高计划”视域

下数字化转型升级模型，将带动高职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

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为其他院校专业群数字化

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借鉴。

2 “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
要求

“双高计划”旨在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推动高职教育

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高职院校数字化建

设显得尤为重要。

2.1 顺应数字技术发展潮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数字化技术的兴起，

高职院校需要积极适应数字化变革，强化数字技能培养，推

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这要求高职院校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推动数字赋能，将数字化技术融入高等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全流程，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2.2 响应数字中国战略部署
“双高计划”强调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

群率先发展，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高职院校应密切

对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加快

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教学平台，提升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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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水平。

2.3 对接数字经济现实境况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为高职院校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

可能路径。高职院校应主动对接高端数字产业和新型科学技

术产业，利用数字孪生、云计算、移动物联网等新兴数字化

专业技术，革新相关专业，提升服务数字经济效能。

3 “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
升级研究现状

3.1 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对专业群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理论研究代表

性成果有：祝智庭（2022）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

一文中，从概念论层面描定数字化转型支点和价值基点：从

进化论、催化论、应变论、嬗变论、智慧教育论的变因论层

面解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理逻辑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

践原则、框架、领导力发展、成熟度测评和敏捷法的基本性

方法论层面勾勒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用方略，形成教育数字

化转型理论框架 [2]。杨成明等（2023）在“对职业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驱动逻辑、研究框架与推进策略”一文中将技术更

新和职业教育特征相结合作为主要驱动因素，将高质量发展

作为出发点，提出在国家、学校、课程三个层面进行数字化

转型 [3]。马丹（2023）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

群模型的构建逻辑”一文中应用范式理论，从本体论、方法

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四个视角，提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

院校专业群模型的构建逻辑，以期激发专业群的溢出效应，

促进协同创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4]。修南（2023）

对国外数字化转型在“芬兰如何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领航

者：多源流理论视角”一文中借助多源流理论框架从问题源

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明确了需求推动

和政策引领的重要性 [5]。

3.2 关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研究
从国内学者研究文献看，学者刘锐（2023）在《高职

院校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内涵和路径——基于〈职业教育信

息化标杆学校建设指南〉的解析》一文中，梳理了高职院

校数字化转型的脉络，指出了产业数字化的现实需求，分

析了资源应用、数据治理和系统闲置等数字化困境 [6]。高明 

（2023）在《以数字化转型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文

中分析各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其中澳大利亚以顶层设

计为引领，德国以企业选拔为导向，美国以课程建设为关键，

欧盟以数字素养提升为核心，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职业教育

实现数字化转型 [7]。

3.3 关于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设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出

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如程建钢（2022）在《高等教育教学数

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分析——基于学校、专业与课程的视

角》一文中从学校、专业和课程三个层面，探讨了教学系统

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涉及的核心要素和发展特征，提出了相

应的策略及发展趋势 [8]。王昕（2022）在《数字经济时代高

职新商科专业群建设：目标、挑战与路径》一文中通过重构

新商科职业能力框架，对现有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团队进行全面的变革 [9]。苏睿

（2023）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政府支持研究——基于

美德日三国的案例分析》一文中针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

国家分析“服务型政府导向”“责任型政府导向”与“绩效

型政府导向”三种政府支持类型的作用 [10]。

4 “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
升级面临问题

4.1 数字化素养和信息化意识不足
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数字化素养和信息化意识不足的问

题，未能将数字式教材教法等资源的静态态势有效转化为高

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强劲动能。部分高职学校“双师型”教师

亦未深刻领悟数字技能工匠创新发展培养的现实功用和价

值效用。

4.2 课程体系不能及时对接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

新岗位群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推进，

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新的岗位群。

但是，当前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致使课程内容陈旧、缺乏跨学科

融合，难以及时对接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新岗位群。

4.3 评价体系难以制定评价指标实现全面评价
在“双高计划”背景下，对于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

课程体系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对接情况的评价需要包含多方

面内容，但是当前的评价体系过于注重某些方面的指标不够

全面；评价主体受时空限制不能切实了解评价因素，评价结

果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5 “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
升级模型构建

5.1 产业数字化深度融合研究
对接产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新的工作场景并针对专业

群特色选取适合本专业群的数字化技术。制定合理的数字化

产教融合机制实现与企业对专业群的共规划、共建设、共培

养、共管理，形成数字化产教融合的新平台、新机制、新举措、

新模式。

5.2 数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根据目前行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岗位对

人才的数字化能力需求，结合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教学规

律，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丰富数字化教学内容，增设数字

化专业课程，将数字化内容融入到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之中。

5.3 数字化转型升级保障研究
教师数字化能力与素养提升。从教师队伍的数字化应

用技术、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的提升三方面构建教师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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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体系，从思想上、行动上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

方法，实现“数字化”和“教育”的完全融合。教学方法数

字化改革。遵循教育规律，从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设计、

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重构，构建数字化教学新模式。并通过

信息化技术实施教学，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人才。数字

化教学资源开发。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教材数字化补充、

教学平台化展示、操作虚拟化练习、管理数字化实现，将传

统纸质教材转换为数字化支撑的“新形态”教材，通过视觉、

听觉吸引学生深度参与。数字化教学环境建设。基于虚实结

合的教学环境，通过校企开发的实训项目，模拟现代企业的

生产经营场景，形成贴近企业工作需求的数字化教学环境。

5.4 数字化转型升级评价研究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专业

群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动态捕

捉和挖掘，准确描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效果，并建立多元化、

全过程、多视角、常态化的开放式评价体系。

6 结论与展望

论文在“双高计划”视域下，探讨了高职院校数字化

转型升级的模型构建。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等方法，系

统阐述了“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数字化建设的要求，分析

了当前高职院校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一种基

于智慧平台、产教融合和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模型。

该模型强调明确教学目标、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团队优化等

关键要素，旨在推动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和治理能力。

未来，高职院校应继续加强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化

转型升级。通过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深化产教融合等措施，不断提升数字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同时，加强与其他高职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高等职

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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