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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职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随着中高职教育体系的持续推进，中高职一体化衔接对学生职业能力与

职业发展潜能的培养已经越来越重要	[1]。目前，信息化技术在各课程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入应用，其在职业教育中也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高职衔接背景下，各院校之间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教学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共

享，以提升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的教学质量。本文探讨了信息化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发展趋势、中高职衔接

的必要性以及信息化技术与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的深度融合研究。通过革新教育观念、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完善的信息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等措施，可以促进信息技术与专业课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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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otential[1].	At	pres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deeply	applied	 in	various	curriculum	fields,	and	it	also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eply	integrate	and	share	teaching	resour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necessity	of	connecting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urses.	Measures	 such	as	 reform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ng	a	sou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ca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teaching,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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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信息化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应用，其在职业教育中

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

引入 [2]，有效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信息化进程，使得教育模式

得以创新，教学效率得以提升，同时也提高了校园文化生活的 

品质。

对于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是来自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普通

高中和中职学生群体。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

教学方式，很难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3]。因此，从中职学校教育

教学的角度来看，急需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推动新技术与专业

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创造一个信息化教学环境，改变过去“教师

讲，学生听”的传统教育格局。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更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4]。

（二）中高职衔接的必要性

为了深化中高职衔接，加强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巩固职

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必须重视中高职衔接的必要性 [5]。国家政策

明确指出，要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各层次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的衔接。这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指明了方向。

2022年的政策进一步提出，要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

优先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专业领域，组织知

名专家、业界精英和优秀教师，打造核心课程、优质教材、教师

团队、实践项目等优质资源。同时，要推动教育教学与评价方式

变革，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等重点项目。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的质

量、适应性和吸引力 [6]。

二、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程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与现实生产脱节

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历史悠久，但在教材内容、教学资源

和教师方面都存在与现实生产脱节的问题。例如，饲料配方设计

是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中最综合、最基本、最接近生产实际的技能

之一，但现有教材仍采用传统的手算或计算器计算方法，缺乏成

本核算等重要环节。这导致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非常

困难，学生从教材中学不到真正有用的饲料配方设计技能，毕业

后无法满足养殖企业和饲料厂的需求 [7]。

（二）缺乏有效反复训练巩固环节

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教学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学

生对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的掌握缺乏有效反复训练的巩固环节。

在复习巩固环节和复习辅导课上，学生往往因为已经听过或没有

任务驱动而不愿意学习，而教师则可能因为已经讲过而不愿意

重复。此外，由于本专业操作对象的特殊性，操作往往难以重

复 [8]。解决这一问题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急需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中

的教学软件。

三、中高职衔接背景下信息化技术与中职畜禽生产技

术专业课的深度融合研究

（一）高职院校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上的优势

高职院校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上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资源丰富：高职院校拥有丰富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包括多媒

体课件、教学视频、在线课程等，这些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更直

观、更生动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实践教学优势：高职院校注重实践教学，拥有各种实训基地

和实验室，能够为学生的实践操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9]。同

时，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紧密，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和就业渠道。

技术支持：高职院校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信息化基础设

施，能够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确保信息

化教学的顺利进行。

政策支持：国家对职业教育信息化给予了大力支持，高职院

校可以借助政策优势，加快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提高信息化技术

的应用水平 [10]。

成都农业科技学院畜牧兽医学院拥有优良的教学和科研条件，

包括国家级畜牧兽医生产性实训基地、省级畜牧兽医仿真实训中心、

动物疫病检测中心等实践教学基地以及专业的技术团队和信息化基础

设施，这些优势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同

时，学院与多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共建校企研发平台及学生校外

生产实习基地，为信息化课程资源采集提供了重要保障 [11]。

（二）信息化技术与中职专业课的深度融合

1.革新教育观念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教育观念的革新是推动信息技

术与专业课教学融合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摆脱传统教

育观念的束缚，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作

用。例如，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创建更具互动性和个性化的

学习环境，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分析和优化教学策

略，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12]。

2.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实现信息技术与专业课教学深度

融合的基础。这包括提升校园网的覆盖范围和质量，建设多媒体

教室和虚拟实验室等教学设施，以及提供足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

备等。同时，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化教育资源库，以便于教师

和学生能够快速获取所需的教学和学习资源。

3.构建完善的信息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技术与专业课教学的融合，需要构建完

善的信息教育资源共享机制。这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以

鼓励和规范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以

方便教师和学生获取和使用各类教育资源；同时，还需要加强对

教育资源的评价和筛选，以确保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有效性 [13]。

4.强化信息化教学，构建信息化评价模式

为了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强化信息化教学的力

度，构建信息化评价模式。例如，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创建在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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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微课程，开展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同

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分析和优化教学策

略，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在评价方面，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实

现多元化和全面化的评价，将教师、学校、同学、家长、企业用

人单位等不同角度的评价数据整合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

的学习状况和发展需求，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4]。

（三）信息化技术在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的具体实施

1.对标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开发设计饲料

配方软件

通过调查养殖企业对畜禽生产技术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素养

（信息技术素养和思想品德素养）需求，以及中高职衔接院校对中

职生源的应知和应会的要求和专业前沿科技的发展，对中职畜禽

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微调变化。

根据新的培养目标，对照现有的中职畜禽生产技术专业的专

业核心课的课程标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软件的智能化、自

动化功能）直观、简洁地实现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

通过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和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合作研

究开发适合中职教学和基层养殖户使用的“优选饲料配方软件2.0

（猪和禽部分）”（软件著作权登记号：2021SR1108568），该软

件可以利用网络（饲料行业信息网、饲料阿里巴巴、一亩田等）

查询饲料原料价格的前提下，在15分钟左右就能设计出一个基于

当前饲料原料价格的最低成本饲料配方 [15]。已经在冕宁职业技术

学校饲料分析室用于教学一年多，而且该软件成果也在家庭农场

得到转化，已经真正用于生产并服务于地方经济。

进一步扩展软件的应用场景，将软件升级为更为方便的手

机 APP。在教学和专业实践中边用边完善，最后形成比较成熟的

“优选饲料配方 APP”。

2.构建信息化评价模式，开发设计理论与技能考核题库

开发设计“畜禽生产技术专业随机组考试题库”（包括《畜禽

营养与饲料》的理论试题库和操作技能试题库、畜禽生理与病理

理论试题库和基本操作技能试题库等）。

用软件组建“畜禽器官识别随机组考试题库”，该试题库已

经用于凉山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牧渔类技能监测，也用于教学中

随堂让学生反复训练识别常见畜禽的器官。由于做题结束就马上

得出分数，对学生来说有一定挑战性和驱动性，其随机抽选试题

的数量、分值、合格、优秀条件和时间限制都可以随意设置，非

常容易形成竞赛式课堂革命，学生依次上台或分组后的学生代表

上台进行冲关性训练，激起组间对抗性训练，对专业课教学中的

复习巩固环节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信息化教学改革。

3.信息化技术教学实施成效

冕宁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养殖企业实习或工作时能很快适应

企业岗位要求，能熟练使用信息化技术处理工作任务。升入对口

高职院校如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畜牧兽医2023级（3+2）班的

情况来看，该班在同年级同类型班级中的专业素质表现，均体现

出信息化教学资源对提升教学质量的明显效果。

四、小结与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行业也正在经

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中高职院校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需求。在

中高职衔接背景下，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调动中高职院校

相关专业师生共同参与收集、筛选、优化、使用和提升专业课程

数字化教学资源，如精品在线课程、优秀教师资源等。这不仅可

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信息化技术手段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加

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如通过开发设计饲料配方软件、构

建信息化评价模式等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掌握畜

禽生产技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中高职院校应该积极探索

信息化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中高职院校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共享教学资源，在应用中实

现了各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共享，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区域内中职畜禽生

产技术专业课教学质量的整体性提升。这不仅有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还可以推动中高职院校教育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姜鑫，范学伟，姜明明，等．畜牧兽医专业中高职贯通核心课程体系衔接研究［J］．畜禽业，2018, 29(9).

[2] 李泽宇．高职畜牧兽医类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 "畜禽传染病 "课程为例［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39(6).

[3]龚轩谊， 申文璨， 唐延天， 等．柑橘渣的营养特征、 处理工艺及其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J/OL].中国饲料，1-6[2025-01-03].https://doi.org/10.15906/j.cnki.cn11-2975/

s.2024040046-12.

[4]王宜平，刘犇，郑文亚．柚皮素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J/OL].动物营养学报，1-12[2025-01-0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461.s.20241211.1015.034.html.

[5]韩金燕，秦小清，包立军，等．桑叶黄酮的提取纯化及其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J］．北方蚕业，2024,45(04):1-6.DOI:10.19443/j.cnki.1673-9922.2024.04.002.

[6]陈旭彤，秦贵信，赵元，等．饲粮葡萄糖释放模式在畜禽生产上应用的研究进展［J］．饲料工业，2024,45(23):151-156.DOI:10.13302/j.cnki.fi.2024.23.023.

[7]王佳宁，李金发，辛净蔚，等．棕榈粕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J］．饲料研究，2024,47(21):168-171.DOI:10.13557/j.cnki.issn1002-2813.2024.21.030.

[8]郭连金，薛苹苹，叶利民．现代信息化技术在“生物统计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J］．现代园艺，2024,47(24):185-187.DOI:10.14051/j.cnki.xdyy.2024.24.065.

[9]于红岩，于桂芬．微生物发酵饲料对畜禽生产性能的影响及应用［J］．吉林畜牧兽医，2024,45(11):136-138.

[10]许雯， 李荣喜， 黄敏， 等．信息化背景下农学类实训课程教学设计 —— 以“花卉栽培技术” 课程为例［J］．现代园艺，2024,47(24):173-175.DOI:10.14051/j.cnki.

xdyy.2024.24.044.

[11]卢华堂，丁鼎．智能化技术在电力工程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J］．自动化应用，2024,65(S2):111-113.DOI:10.19769/j.zdhy.2024.S2.038.

[12]赵海彬，李荣炜，刘章恒，等．信息化技术在检验检测机构设备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价值工程，2024,43(35):165-168.

[13]白冬卿．信息化技术对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及优化策略［J］．活力，2024,42(23):91-93.

[14]白冬卿．信息化技术对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及优化策略［J］．活力，2024,42(23):91-93.

[15]周怡宁，高艳芳，常婵，等．地球化学调查野外信息化技术构架与实现 [J/OL].地学前缘，1-9[2025-01-03].https://doi.org/10.13745/j.esf.sf.2024.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