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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之舟扬帆东盟
——广西打造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

职苑评说

职教前沿

曹钰涵 毕树沙

当前，随着大模型技术的突破，人工智
能迎来爆发式发展，正在加速重构人类社会
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然而大模型就如同
发电站，需要各种各样的AI智能体作为家
用电器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简单来说，大模
型为智能体提供算力基础，是智能体的“智
商”，决定智能体聪明程度；智能体为大模
型链接应用场景，是大模型的“手”，让大
模型得以在复杂环境中完成具体任务。职业
教育作为横跨产教两界的复杂教育类型，要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为自身发展服务，必须分
层分类搭建大量的职教智能体。

创新人才培养：从传统技能到
新型技能

我国正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应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技能是产业升
级的关键要素，一个社会技能水平的高低、
技能形成体系的优劣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与发展。

相对于传统技术知识的生产与传递，在
人工智能时代，重复劳动将逐步被替代，与
此同时，一些人机协同的职业岗位被创造出
来。对于技能劳动者来说，动作技能的比重
降低，心智技能的重要性提升，综合利用多种
手段创造性、迁移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高
技能人才的核心能力，这就是新型技能——
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复合技能与创新本领
的集合。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要从培养单一操作技能，转向培养复
合创新技能。智能体为顺利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的转变提供了可能。

目前，湖南高职院校教师已经搭建应用
了大量课程教学类职教智能体，相关专业的
人才培养目标正在发生转变。比如，湖南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搭建的旅游方案设计智
能体，通过与客户简单对话，就能自动提供
一份定制化的旅游方案。这意味着，旅游专
业学生设计方案能力的重要性下降，更加需
要建立舒适客户关系的柔性技能、深度识别
客户真实需求的心智技能、针对性优化智能
方案的操作技能，以及积累实践经验优化智
能体的创新能力。

助力技术服务：从信息孤岛到
协同创新

按照分布式认知理论，技术知识不仅局
限于个体内部，而且分布于个体之间、个体
与工具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通过人、
物、环境的互动而生成。这意味着横跨校企
两界的职业教育技术服务很容易陷入“信息
孤岛”，校企双方难以协同解决企业生产技
术问题，费力形成的解决方案更难以在企业
间共享。

大模型一般应用于共性问题的通用解答
与推理，而技术服务类智能体则针对具体的
场景和确定的任务。企业大师、学校名师和
一线技工合作开发智能体，可以将分布存在
的技术知识集中到一个聚焦企业生产流程的
智能程序中，通过人机协同，创新解决一线
生产技术问题。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联合18家
铁路局、20家地铁公司，汇聚43位企业大
师、620位一线技师和23位高职院校教师，
开发了“钢轨探伤AI智能体”，通过“企校
机”异地实时协作，形成“检测在现场、诊
断在云端、专家在全球、服务在身边”的钢
轨探伤智能化技术服务体系。该智能体已完
成214项技术难题云端智能会诊，提供了
200多项标准化技术解决方案，累计服务全
国铁路企业一线工人5万人次、校内学生10
万人次。

改变教育形态：从固定时空的
个体到泛在时空的共同体

职业教育场域中的时空关系、主体关系
异常复杂，推动职业与教育在时空维度的高
阶共鸣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也
是长期以来的难题。职业教育本质是“跨界
教育”，既要整合学校与企业的物理空间，
又要整合正规与非正规的学习空间，方能满
足学习者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

在智能体引入职业教育之后，产教关系
被无限拉近，物理空间在智能体内重合，各
主体通过智能体相互作用。大模型变为师生
的“数字分身”，以智能代理的方式与师生
充满想象地互动，师、生、机协作成长。学
生自由穿梭于各种生产与服务场景，随时接
受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的针对性指导，进行
个性化学习。教师与企业技能大师、一线技
工时刻互动，始终参与企业生产实践，不断
提高技能水平。在这样的智能体应用场景
中，职业教育的内外环境变为充满张力的、
结构化的新社会空间，主体的存在方式从固
定时空的个体演变为泛在时空的共同体，师
生的无数个数字分身，被即时传送到想去的
企业生产实践空间。

（作者单位：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当智能体应用
于职业教育

张磊 郭月兰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指出，“实施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提升
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当下，在时代发展和
产业变革驱动下，职业教育更加注重内涵建设，
关注课程教学改革这一关键要素，以期通过课
改“小切口”撬动技能人才培养“大改革”。

江苏省从2023年9月开始启动首批职业教
育课程教学创新提质实验基地建设，先后分两
批遴选了16个公共课和12个专业课教学创新
提质实验基地。各实验基地围绕“开展教学实
验、培育示范课堂、建设优质资源、强化教研
引领、促进学生发展”五大任务，在产教深度
融合、数字化转型、课堂教学改革、课程资源
建设、教研模式创新、教学评价改进等方面积
极探索，形成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的
经验做法。

一是紧跟行业需求，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实验基地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基于岗位情境与
典型任务分析，将职业标准有效融入课程内
容，实现“岗位需求—能力图谱—课程模块”
深度耦合。如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英语实

验基地聚焦工作职场英语应用实境，开发“生
产场景英语”“职味英语案例库”等教学模
块，着力打造“双境融合、双场共育”的“职
味课堂”。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石油炼制运
行与操控课程基地对接中石化扬子石化石油炼
制真任务、真场景、真过程、真产品，以原油
到产品炼制过程为主线，精选学习情境，整体
优化教学内容。

二是融汇数字技术，创新教学应用场景。
实验基地普遍应用AI （人工智能）、VR （虚
拟现实技术）、大数据等技术重构教学场景，
逐步缩小教学世界与工作世界差距，推动教学
从基于经验到数据驱动，实现资源智能化与学
习个性化。如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程
基地聚焦“行走的思政课”，建成集数字行走、虚
拟行走、实景行走于一体的“一站式”思政教学
空间，通过呈现沉浸式场景、交互式场景、跨时
空场景等样态，有效提升思政课吸引力。江苏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供应链管理课程基地创建工
厂生产线、仓库、物流运输、港口等供应链场景，
将货物库存水平、运输车辆实时位置、生产进度
等数据与虚拟场景整合，通过供应链流程图、
库存管理模型、物流配送路线规划图直观展示
供应链管理全流程。

三是产教深度融合，打造智能教学资源。
实验基地通过行业联动、校企合作、跨校协

作，创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为
学生主动探索、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提供数智
平台。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语文课程基地聚
焦文专融合，开发“古诗词+数字绘画”“古
诗词+广告策划与设计”“古诗词+地方文化”
等跨界课程，同步开发线上线下配套慕课资
源，建成“古诗词欣赏”优质教学资源库。扬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石油炼制运行与操控课程
基地与石化企业共建课程开发中心，跟岗挖掘
绘制学生能力图谱，形成6个学习情境、99个
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实例真境”教学资源体
系，在氛围呈现、工艺内容等方面高度逼真，
可以有效规避石油炼制复杂且高危操作环境。

四是实施多维评价，助力学生成长发展。
实验基地构建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评价体
系，实现学生培养行知合一、德技并重。南京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数学课程基地聚焦发展数学
核心素养，从数学运算、直观想象、数据分
析、逻辑推理、数学抽象和数学建模等方面构
建“六维评价体系”，通过多专业试点、多班
级应用，动态优化评价指标。江苏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供应链管理课程基地从专业知识、职业
能力、职业素养三方面建立供应链人才能力

“全息画像”，将企业评价、教师观察、同伴互
评与自我反思等定性评价，与能力表现量规、
任务完成质量等定量指标相结合，构建动态更

新“能力发展雷达图”，形成“一生一画像”
个性化评价。

五是梯队培育教师，构筑共生教研生态。
实验基地注重教师团队的分层培养与协作创
新，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制定差异化培养路
径，精准赋能教师专业成长。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思政课程基地以培塑“金师”为目标，以

“骨干孵化计划”“梯队优化计划”“团队优化计
划”工程为抓手，培育“领头雁”、壮大“雁阵群”、
建设“大师资”。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英语
课程基地构建“1+3+N”金字塔式教研共同体，

“1”名领航者，省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市教研专
家、校教研骨干组成“3”大核心层，中职英语骨
干教师构成“N”支生力军，通过“教学研赛
创”赋能机制，形成“学术共研、资源共享、
发展共进”教师成长生态。

实验基地建设是江苏深化职业教育课程教
学改革的具体行动，它打通了课程变革的“最
后一公里”，也是最难走的一公里，引领了一
批职业院校聚焦课堂、探索规律，引导了一群
教师扎根实践、潜心教学，有效推动了课程质
态从“教程”走向“学程”，探索出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

（作者张磊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教
师，郭月兰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
与终身教育研究所教研员）

江苏：以实验基地建设打通课改“最后一公里”
研者视界

本报记者 周仕敏

5月11日至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组织36所
高校赴柬埔寨金边和泰国曼谷，举办“留学广西”国际教
育展，签署 10 项合作备忘录，超 4000 人观展。此情此

景，成为广西教育国际化浪潮奔涌最鲜活的见证。
回溯过往，广西职业教育的这条开放之路已行走了

20余载。从2004年起，广西先后组织高校赴海外举办了
27场“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特别是2023年以来，广
西在东盟10国立项建设了17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

院”，成为广西面向东盟打造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
的基石。

由“量”到“质”，由“形”至“神”，正是广西职业教育内涵
升级的生动体现，也是广西紧扣“体系构建—产教融合—
职教走出去”为主线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发展之路。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程中，广西
职业院校以创新实践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
内涵式发展的跨越，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
学校与柳州职业技术大学便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以“非遗传
承+现代设计”为特色，壮锦织造、坭兴陶
工艺等专业成果斐然，在2025年广西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43枚奖牌，金牌与奖
牌总数位居南宁中职组榜首。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则聚焦工业机器人
等前沿领域，走出一条内涵式发展之路。
2005年，该校毕业生甘达淅成长为国家级
技能大师，其团队近5年获2项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指导学生获12项国赛金奖；他扎
根机械厂生产一线，先后完成 100 多项技
改、生产工艺创新项目，拥有专利授权10
多项。

与此同时，广西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
革，拓宽多元化人才培养与成长通道。推
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形成涵盖对口
中职招生 （含高职对口中职、本科对口中
职）、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和退役军人单独招
生的考试招生模式，为不同群体搭建了多
样化的成才桥梁。目前，广西构建起覆盖

“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完整人才培养
链，职业院校数量从 2015 年的 264 所发展
至如今的 310 所 （含 4 所职业本科学校），
在校生达142.8万人，成为民族地区职教体
系最完备的省份。

从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来看，广西职业院校师生获奖创历史新
高，获奖149项，其中金奖18项。

技能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并不是奖牌可以衡量
的。近10年来，从广西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逾300万
人，占新增从业人员的 70%以上，成为“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好”的本地产业发展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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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职业教育合作的浪潮里，广西凭
借“背靠大西南、面朝东南亚”的独特区
位，化身国际职教交流的“弄潮儿”，把职
业教育的“小船”升级成联通东盟的“巨
轮”，职业教育凭实力“圈粉”。

2024 年，受印尼国立理工学院校长联
席会委托，在自治区教育厅的支持下，柳
州职业技术大学牵头80所中国职业院校同
印尼国立理工学院牵头的49所印尼全部公
立院校一起，启动了印度尼西亚职业教育
标准升级项目 （简称 ICVEEP 项目），该
项目的实施惠及近 16.3 万印尼学生，缓解
了中资企业在印尼缺专业技术人才的难
题。柳州职业技术大学与“走出去”企
业以及印尼当地学校，校企校协同，共
建“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在印尼形
成了国际化办学的美誉度与知名度。在此
基础上，整合中方及印尼政校行企资源，
为更多的中资企业、职业院校搭建合作平
台，实现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
再到“组团出海”的升级。

截至目前，广西在东盟国家已立项建
设17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不断
强化“中文+职业技术技能”教育。24所高
职院校在国 （境） 外成立了28个海外培训
基地，持续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或技
术服务，为企业培训技术工人年均超1万人
次。

在“走出去”的同时，广西职业教育
不忘“引进来”，创新举办7届中国—东盟
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达成合作协议、签

署备忘录100余项。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共建中国（广西）—东南亚技术与
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通过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
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7个东盟国家举办“留学广
西”国际教育展，每年吸引东盟国家在广西高职院校留学
超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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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通过构建“行指委—职教集团—产业学
院—实训基地”四级产教融合体系，推动职业教
育从分散化合作向系统化协同转型，形成“人才共
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深度融合新格局。

在平台建设与规模拓展上，广西75个职教
集团联动3000余家企业，年均开设超200个订单
班，企业参与办学比例从38%跃升至72%。2023
年落地南宁职业技术大学的广西首个“比亚迪产
业学院”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院由政校企三
方组建“3+10+1”合作联盟，计划 3 年内定向
培养10万名新能源汽车领域技能人才，精准填
补南宁市产业人才缺口，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标
杆项目。

校企深度合作成果斐然。2024年9月，广西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2302）
班的周继成和（2301）班的熊春国同时进入了一个
新的班级——“华为维修技师班”。学院与华为共
建“华为维修技师班”，累计为华为输送3600余名
人才，其中260人成为持有华为股份的正式员工；
在华为研究基地，该校毕业生占比高达14%，是全
国为华为提供最多学生的高职院校。

区域产教协同发展方面，柳州以汽车产业为
核心，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职教园
区资源，建成柳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作
为政府、学校、企业共建的公益实体，该中心累
计开展技能培训37.28万人次，承办国家级竞赛
21场，每年为汽车产业链输送超5000名技术人
才，完成 338 项技术攻关，解决 2853 个生产难
题，实现职业教育与地方支柱产业的深度嵌合与
双向赋能。

从区域性产业学院的精准育才，到龙头企业
定制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实训基地与产业园区的空间融
合，到技术攻关与人才供给的协同并进，广西职业教育正以全
链条产教融合为引擎，打破教育与产业的壁垒，构建起教育
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机衔接的生态体系，为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技能动能”，为全国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广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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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选手、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安宸厉（左一，印度尼
西亚籍）正在学习VR知识。

②首届柳工—柳职大印尼国际工匠学院学生正在使用VR设备学习工程机械知识。
③首届柳工—柳职大印尼国际工匠学院学生正在柳职大实训教室里上结业课。
④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进行新能源汽车维修实训。邓汝奎 摄

除署名外均由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