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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高职教师的素养要求与提升路径
黄绮雯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102

摘      要  ：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智能教育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数字智能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教学过程，实现个性化学习和智能化管理。这一变革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

识，还须具备信息技术应用、数据分析和创新思维等多方面能力。因此，高职教师需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自身素

养，采取数字智能教学手段优化实习实训，以适应数字智能教育的新要求。对此，本文首先阐述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

高职教师的素养要求，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提升路径，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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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intelligent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igital intelligent education emphasizes a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utiliz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achieve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This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teachers not only to possess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to have the ability to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alyze data, and think innovatively in various aspects.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need to continuously update their educational concepts, enhance their own 

literacy, and adopt digital intelligent teaching methods to optimize practical training,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literacy requirem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d 

then proposes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and learning for 

relate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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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高职教师的素养要求

（一）学科素养

首先，高职教师需扎实掌握所教授领域的核心知识，这涵盖

了该领域的基础理论、实际操作以及方法论，同时需精通其核心

内容与核心观念，确保对知识点的讲解既清晰又简单易懂，他们

还须具备洞察学科精髓的能力，能够从学科的根本特性、逻辑框

架、内在联系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其次，教师能够对学科

知识进行系统性分析，深入挖掘学科的基本属性、内在逻辑以及

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以便于更高效地实施教学。同时，他们需

要深刻领悟学科知识的实际运用，如，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以便于引导学生探索跨学科的学习

领域，全面提升实习实训教学质量 [1]。

（二）数字素养

在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教师需要精通各类数字化工具与技

术的运用，如，教学管理平台、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网络教学系

统以及学生学业数据分析软件等。借助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资源与

辅助，教师能够为学生打造更优质的学习氛围，实时精准地捕捉

学生的学业状态与进展，进而提供定制化的实训实习教学评价与

指导，显著增强学生的学习成效 [2]。此外，教师还需掌握人工智

能技术，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多元、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工具。比

如，在虚拟实习实训环节，教师需精通虚拟实验软件的使用，为

学生打造更贴近现实、直观感受的实习实训环境 [3]。

（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在数字智能教育领域，高职教师必须掌握创新的思考模式和

实际操作技能。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必须持有一种包容的

态度，敢于采纳新颖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方法，积极寻求适合数字

化智能教育的新教学模式。另外，教师还须具备将抽象理论转化

为具体操作的能力，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并持续

改进教学方案、实训实习方案。这种创新思维和实操技能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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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数字化智能教育的新时代中保持领先地位，为学生带来更

加创新和实用的学习体验 [4]。

（四）数字智能伦理

在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高职教师还需坚守数字智能伦理，

确保技术应用不违背教育原则与伦理规范，准确规避生成无法溯

源的政策文件等问题 [5]。一方面，教师应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人

隐私，避免在数字智能教育过程中过度采集或使用学生的个人信

息。另一方面，教师应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每位学生都能

平等地享受数字智能教育带来的便利与资源，不因技术使用而产

生教育差距。此外，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数字技术，

培养其数字道德意识，让学生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能成为

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数字公民 [6]。

二、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高职教师的素养提升路径

（一）积极转变思维模式，强化数字素养提升动能

随着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人才培养逐渐将焦点转向了机械

操控、技术应用以及人工智能调控，这一切均与数字素养的提升

紧密相连。对此，教师需要持续汲取新知，积极更新自身的知识

结构，塑造与数字智能时代发展需求相协调的知识体系，并保障

教育活动始终围绕学生展开，培养出社会所需的高素养人才 [7]。

此外，新技术不断涌现，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教师应该具备相应

的预见性视角与忧患意识，积极适应时代发展，主动掌握新知

识、新技术，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终身学习者。此外，教师还应

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和数据平台，构筑数字化数据平台，实现数字

化教育。学校应当重新塑造数字化教学与研究的领域，激发教师

运用数字技术的内在驱动力。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为教育传授

带来了新颖的方法与手段，更为人际间的交流开辟了新的天地与

机遇，教师们能够集体探讨教学领域的革新与进步 [8]。

（二）立足于人机协同，重塑教师培养目标

在数字智能教育环境中，高职院校需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软素质；二是人机协作素质。“软素质”的核心在于应对教师

可能遭遇的数字智能时代替代威胁以及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并

以此为基点，明确教师素质提升的方向，这对于培养学生数字智

能教育环境下的道德、情感、思维方式等创造力及主观能动性至

关重要。教师素质的提升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传授上，更应强调

德育、科研、实践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并在教育工作中融入自

我反思，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数字智能时代 [9]。而人机协作素质则

是数字智能教育向高职教师提出的全新挑战，同时也是教师主动

拥抱数字时代所必备的核心素质。在教师素质提升的目标中，应

当以人机协作的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关键，指导高职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主动应用人机协作手段解决教学难题，并以此价值观作为支

撑，不断调和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程度，促使其数字素养得到

全面提升10]。

（三）建立健全培训制度，促进教师一体化培养

数字智能时代影响着高职教师成长发展的全过程，应充分利

用这一新的教育情境，从根本上健全培养机制，确保教师的专业

素养与数字技能同步提升。首先，要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将数

字智能技术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通过定期举办工作

坊、研讨会等形式，邀请行业专家、技术前沿人士与教师进行深

度交流，分享最新教育理念和技术应用案例，激发教师的学习兴

趣和创新思维。其次，建立校企合作机制，鼓励教师深入企业一

线，了解数字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和

项目实践，从而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企

业也可以为教师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使教师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

锻炼和提升自己。另外，积极优化在职后培训阶段，高职院校应

建立系统化的职后培训体系，在高职教师通过基础课程学习达到

基本培训要求后，应在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中，结合高职教师具体

的教龄、学历、能力等特征，有针对性地制订分层、分类的个性

化数字素养培养方案，逐步推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11]。

（四）构建“研修”培训模式，推动教师持续发展

“研修”师资培训模式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最新的教育

科技，促使他们灵活运用人工智能分析系统、线上学习平台等现

代化教学工具，构建数字化课程、校本课程、开放式在线课程、

实习实训等多种教学资源库，并更好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与学

科教学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发掘智慧教学中的技术难题，强化

教师人工智能技能训练。这要求学校对教师在教学中所面临的难

点、难点进行全面地搜集与分析，尤其是涉及新技术的运用。这

样，学校可以制定目标明确的有目标的“研修”师资培训方案，

不但培训教师的基础操作与运用技巧，还要教他们如何把技巧运

用到教学内容与方式上 [12]。同时，教师的素养提升也要与学校长

期发展计划以及学科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证“研修”师资

培训能够满足目前的职业教育需要、契合学科教学发展方向 [13]。

（五）完善评价考核机制，激活教师主动性

在数字智能视角下，评价考核机制决定着教师素养的提升，

因此学校需结合实际落实评价考核机制，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学校引导教师对自身的工作和工作背景进行全面认识，使

其基本把握数字智能技术与当代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并意识到自

身能力提升的重要性。例如，针对校内教师的职业道德评价，高

职院校需制定完善计划，由学生、学校管理人员等定期对教师的

教育工作、职业道德等进行评价，督促教师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各

项素养，并充分发挥数字智能手段的应用价值 [14]。第二，在数字

素养培训中，不同专业、课程教师可进行互相沟通、交流，在此

期间他们能够逐步认识到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不足，从而为后续查

漏补缺指明方向。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教师教育能力的提升，可

通过分层、分批的方式开展，避免出现单一化的培训模式，应将

重点放在数字素养提升、专业知识发展等方向，帮助教师掌握自

身存在的不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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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数字智能教育情境下，高职教师的素养要求与

提升路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实

践。通过积极转变思维模式、立足于人机协同、建立健全培训制

度、构建“研修”培训模式以及完善评价考核机制等措施，可以

有效地提升高职教师的素养水平，激活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数字智能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这些措施的

实施也有助于推动高职教育的整体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

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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