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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职高职衔接3+2教育模式，占高职教育比重较大，如何提高中高职衔接3+2高职段的教学质量？本文采用AI 云模

型技术进行中高职3+2高职段教学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并实例应用，结果说明，此方法应用效果较好，一定程度上

能够促进中高职3+2高职段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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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3+2 education model, which connects vocational schools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cultivated help the country's 

construction,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3+2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tion  that connects vocational schools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This article uses AI cloud model technology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3+2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tion  in vocational 

schools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es  it  to ex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has good application effects . I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3+2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as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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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依据国家出台的职业教育相关文件和（渝教职成发〔2021〕12号）等文件精神，高等职业教育所占高等教育比重越来越大，魏麟

懿 [1] 提出高技能人才有一部分来自高职毕业生，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生源有一部分来自于“三·二分段制”，这部分学生占的数量有些

高职院校比较大。

随着《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件国家出台，文件中指出职业高等教育要高质量发展，要提高育人质量；上述

已提到“三·二分段制”如何提高这部分学生的培养质量？其中教学质量评价尤为重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科学化的综合教学质量

评价，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参考的决策信息，促进学生高质量培养，这些就本文要研究的内容重点，可以看出势在必行。

一、云模型技术

李德毅 [2] 院士提出的云概念，通过研究，云模型技术很好将

数据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在实际应用中进行了应用融合，定性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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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 的转换呈现了科学性；王芳 [4] 把它的应用推广到高校教师满

意度评价当中，岳守春 [5] 把它的应用推广到高职院校教学质量 [6]

评价当中，杜鹢 [7] 等提出关联挖掘，李丹 [8] 把它的应用推广到煤

矿的生态环境评价当中，宋远骏 [9] 云模型应用到环境因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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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琦 [10] 等水资源评价，王威 [11] 等防震评价，路石俊 [12] 等运营成

本，张冬雯 [13] 等多属性，秦湘灵 [14] 等人力资源风险等评价应用实

践性较强，应用效果较好，但是查阅相关文献没有发现它在中高

职3+2高职段教学质量评价的应用。

（一）云模型定义

设 U 是一个用精确数值表示的定量论域，C 是 U 上的定性概

念，若定量值 x ∈ U 是定性概念 C 的一次随机实现，x 对 C 的确

定度µ （x）∈ [0,1] 是有稳定倾向的随机数 [2]

U → [0,1] ∀ x ∈ U, x →µ (x)

则 x 在论域 U 上的分布称为云，每一个 x 称为一个云滴 [3]。

（二）云模型相关技术点

云模型技术有3个数字特征，它分为逆态云发生器和正向云发

生器，逆向云发生器是实现数值和其语言值之间随时转换的不确

定性转换模型。

二、基于AI 云模型技术评价方法

1. 构建实际云模型，采集评价数据采用领域专家打分的方式

得到评价数据，之后利用 JAVA 程序设计技术得到海量的领域专

家评价数据，利用均值和方差的数学理念，其公式如下：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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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JAVA 程序设计技术依据上述公式形成海量评价数据；

张国英 [15] 提出考虑赋权。

2. 形成海量评价数据后利用综合评估云虚云算法得到定性评

价，虚云算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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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 XXXX 职业学院3+2高职段教学质量评价
实例应用

1.XXXX 职业学院简介：XXXX 职业学院大数据学院成立时

间不到8年，发展迅速，本文以其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2023、

2022届3+2高职段教学质量评价，进行教学质量评价实例应用，

涉及评价原始数据等资料由学院教学秘书提供。

2. 教育领域专家打分评价法来确定，在调研30位高等职业教

育专家（管军教授、武春岭教授等）及咨询了重庆本科高校的专

家确定权重，见表1。 

表1 教学质量评估的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总指标 教学质量评估的子指标 指标权重

重庆 XXXX 学

院3+2高职段

教学质量

领导作为力 0.19

校企师资队伍 0.14

亮点专业建设 0.10

教学管理 0.12

科研成效 0.10

学生就业效果 0.17

学生综合素质 0.18

3. 评语集的建立：经咨询上述30位教育领域专家及重庆评估

院的专家后将学生就业效果、校企师资队伍、亮点专业建设、教

学管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集如下表2：

表2 评价集

表3 教学质量子指标的实际云的数字特征

子指标（权重） 云的数字特征（Ex,En,He）

领导作为力（0.19） （93.16,3.13，0.02）

校企师资队伍（0.14） （72.62,3.36，0.02）

亮点专业建设（0.10） （81.25,4.18，0.02）

教学管理（0.12） （93.86,4.38，0.02）

科研成效（0.10） （85.79,3.58，0.02）

学生就业效果（0.17） （95.35,5.56，0.02）

学生综合素质（0.18） （90.63,4.72，0.02）

表4 教学质量子指标的领域专家打分

        属性

专家

领导作

为力

校企师

资队伍

亮点专

业建设

教学

管理

科研

成效

学生就

业效果

学生综

合素质

专家1 93 72 82 97 85 98 89

专家2 94 73 76 90 76 97 92

专家3 97 71 83 99 92 97 90

……………

4. 评价云图生成

录入评价信息后， 经过“基于人工智能云模型技术重庆

XXXX 职业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系统智能处理后，在决策者登录

的页面中，点击评价结果信息，就会显示评价结果信息界面。

5. 生成总体评价决策

根据领域专家的打分，采用计算机模拟技术模拟生成多个评

价数据，生成的评价数据通过逆态云发生器得到云模型及其数字

特征，云滴数量越多，误差越小，本文模拟生成7000个云滴。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显示关键评价指标的评价结果，评价

综合决策云的数字特征 (88.3573,2.97,0.02)，如图3所示：

图3总体评价综合决策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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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关评价数据录入自主研发的基于 JSP 技术的“基于人工

智能云模型技术重庆 XXXX 职业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呈现

实时性、智能性、科学性，其总体评价结论为良好。

四、结论

采用基于 AI 人工智能的云模型技术对重庆 XXXX 职业学院

3+2高职段教学质量评价，利用 JAVA 程序设计技术模拟领域专

家的思维，生成海量评价数据，实现智能生成决策数据，促进教

学质量提高，说明此技术路线是正确的，对高职教育3+2高职段

的学生培养起到促进作用，也增加了云模型技术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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