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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聚合电力行业办学优势,深耕“校企共建,教培一体”,聚焦“岗课赛证”

四维融通、学情诊断数据驱动、虚实结合数智教学、增值评价数字“画像”,在推进高职电力类专业教

学模式数智化变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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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Take the training of relay protection profession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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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Electric Pow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s carried out beneficial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in promot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electric power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integrating "school-enterprise co-construction, teaching and training together", focusing 

on the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learning situation diagnosis 

data-driven, virtual-real combinat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teaching, and value-added evaluation of digital 

"por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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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数字化和智能化引发了各产业的转型与变革。为应

对这一技术变革的挑战,高校人才培养需要引入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适应未来产

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发展需求[1]。2021年11月,第八届产教融合

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提出了“数智化推动教育质量变革”的主题,

确认数智化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转型升级的关键[2]。2024年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发表主旨演讲：“将实

施人工智能赋能行动,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

会的深度融合”[3]。因此,数智背景下的高职院校教学模式变革

已成为全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此大趋势下,电力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与企业紧密合作,紧

跟时代步伐,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入新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体系,以创新思维促进教学实践新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四川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融合大数据、虚拟现实、新型电力系统等智能

技术,利用“数智化”信息技术在教学体系中采用新思路和新手

段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努力将电力高职院校打造成为国家电力

技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高地。通过探索与实践,提升了电力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现代电力系统领域对高技能人才

的需要,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2 高职继电保护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面对数智时代的新机遇,传统职业教育模式已无法有效最

大化发挥教学生产力,面临着课程内容、学情诊断、教学资源、

科学评价多方面的诸多困境。 

一是“岗课赛证”融合逻辑机理尚不明确,学生到职工角色

衔接困难。校企双方需求匹配度不一致,“岗课赛证”育人模式

尚未形成标准范式,教学实施内容没有与实际岗位要求同步更

新,未能有效发挥竞赛和证书对学生的育人作用。且校企合作不

深不实,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产学研用融合不密切。需要进一步

加强“岗课赛证”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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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生学情数据复杂多维挖掘不深入,个性化教学难以

数智化辅助。教学过程产生了大量复杂、多维的教育数据,传统

人为感官分析数据不能使其与体系化的课程内容进行深度融

合。规模化教育下学生个性难以识别,“因材施教”难以实施,

对整体学情的过程性监控也难以有效把控。个性化教学实践困

难,学生两级分化现象明显。亟需开发数智化辅助下学情诊断智

慧教学方法。 

三是教学资源不适应岗位能力需求,数智化教学空间尚未

形成。传统教学环境仍为单一的封闭空间。教学内容载体的多

样性不足,缺乏创新性和互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欠缺。

高质量的虚拟仿真资源仍然不足,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校企共建共享数智化教学资源的合作模式还不够深入,企业参

与度和资源共享程度有待提高。 

四是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僵化,精准教学和动态调整难以实

现。传统评价方式过于单一,缺乏对学生个性化特点的深入分析

和数据化、系统化处理。评价手段落后,缺乏数智工具的运用,

评价结果应用不够充分,未能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同时,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不够深入,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

学生对自身优劣势认识不足,评价结果的更新和反馈机制不够

健全。 

3 数智赋能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模式变革实践 

3.1四维融通,挖掘提升职业教育专业适应性 

职业教育应深度融合岗位工作标准和任务,而不仅仅是单

纯专业知识的传授。基于岗位标准,实现工作任务与专业内容的

无缝对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利用

1+X证书、技能鉴定作为职业考核标准,反映岗位典型工作任务,

并将其与职业技能竞赛等内容整合进课程资源库,转化为任务

型教学内容。通过课程项目化、模块化,以典型项目驱动教学活

动,按照“岗”是导向,“课”是重点,“赛”是引领,“证”是

评价,构建“四维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将“岗课赛证”与教学

过程有效对接。 

强化岗课对接,以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导向,构建集产、学、

研、用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深入进行岗位需求调研,确保继电

保护专业课程紧密贴合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及自动化装置检验

的实际用工需求,明确继电保护技能人员的培养目标,旨在培养

出既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又掌握最新技术知识与职业技

能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未来行业变革。 

深化课赛融通,积极转化各类技能大赛成果,开发多元化、

普适性教学资源。以赛促教,激励教师紧跟电力行业发展步伐,

密切关注行业前沿动态,不断提升个人综合教学能力,实现从

“广泛教学”向“专业深耕”的转变。催生教学“化学反应”,

推动构建项目式课程教学,形成“教中学、学中思、思中做”的

理实一体化教学意识。 

聚焦课证融合,以证书考取为驱动力,推动教学改革与提

升。充分利用X证书紧贴岗位需求的特性,以证书考核要求和内

容为导向,遵循由易入难,通过系统化的测评考试体系,强化学

生的职业能力培养,确保学生的技能水平能够满足专业考评要

求,着力解决就业难和用工荒问题。 

以“线路保护装置检验”这门课程为例,紧扣《线路保护原

理及调试》课程标准,融合变电二次检修岗位典型任务、《1+X

继电保护检修专业》考核标准、《职业技能鉴定中级工-继电保

护工》考核标准、《电力行业继电保护专业知识及技能竞赛》考

核要求,追踪“三新”发展,以任务为驱动,重构课程模块和课程

内容。经重构后的课程内容,可以更好的为智能电网变电二次检

修岗位培养后备人才,促进教学与岗位的有力衔接,为学生的未

来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3.2学情诊断,数据驱动下学习图谱精准靶向 

学情分析是开展个性化教学的重要基础,是智慧课堂的七

大核心关键特征之一[4]。在数智化技术手段应用下,深入挖掘学

生学习数据,精准获取学生学习动态、学习难点、学习需求,合

理设定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实现精准教、高效学。 

“靶向”学情,精准施教。利用数智化手段实现对学生学情

数据的实时、准确、全面采集与分析,教师通过常态化运用各类

学习平台、软件(如慕课、超星学习通、学银在线等)开展在线

教学或辅助课堂教学,通过智慧课堂全场景采集学生学习效果、

资源应用和活动参与情况,实现学情智能分析,可视化展现学生

学情特征,支持精准教学和个性化学习。 

图谱赋能,泛在学习。依托知识图谱信息化平台,可视化查

看学生每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基于学情分析,开发分层化“泛

在学习”教学资源,实行一课多师不断优化教学手段,调整教学

策略,真正做到“缺啥补啥”,探索因材施教,助力人人成才。 

以“线路保护装置检验”课程为例,基于信息化平台数据统

计,可视化学情数据,从前置课程以及本门课程前序项目多阶段,

分析学生的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达成情况,得到“畏原理、乐动

手、弱规范”的学情特征,助力明确教学难点,开发分层教学资

源。通过调研从知识储备、动手能力、信息收集、表达展现、组

织能力等多维度分析学生特点,为实施分组教学做好准备。 

3.3虚实结合,校企共建共享数智化教学资源 

传统教学环节存在教学内容和资源不适应岗位能力需求、

教学载体多样性不足、不能反馈学生真实职业能力等问题,为了

更好地服务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需求,四川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依托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合作开发产教融合项目和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搭建“虚拟数智平台+校企实训平台”的立体教

学资源,利用数字孪生和虚拟仿真平台,创设虚实结合的学习

环境,开发与学院现有教学资源配套的“理-虚-实”立体化教

学实训资源,服务校内外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业领域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和企业员工职业培训需求,实现技能学习和真实

生产的衔接。 

软硬交互,沉浸课程教学。在虚拟数智平台基础上,结合与

真实设备配套的VR课程,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完成对现场设备

的标准化流程操作之后,通过“安全准入”考核,才能进入实训

场地,进一步规范学生操作步骤和提升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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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共享,打破时空壁垒。学院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正在打造基于新一代云计算技术的虚拟仿真平台,

建设时空多维度虚拟仿真资源库,可实现“时时可学,处处能

练”,绘制学生职业能力画像,进一步发挥数智化技术对教学支

撑作用。 

以“线路保护装置检验”课程某一任务为例,通过在教学环

节中融入虚实立体化资源,最大程度的提高课堂效果。教学设计

以学生为主体,项目引领,任务驱动,通过“仿真初学”熟悉变电

站内容流程,再通过“实物厚学”到真实变电站规范流程,结合

VR沉浸式体验和云技术虚拟仿真及时巩固,致力学生能力达成。  

3.4增值评价,数字“画像”引领个性化发展 

传统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分析往往依赖于纸质、单一化的

模式,缺乏对学生能力培养、思维训练、学习方式的深度数据分

析,难以精准刻画学生个人成长画像,也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成长

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突破该难题,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引入数智评价平台,将学生的学习成绩

报告进行精准化、数据化、系统化可视呈现,推动评价模式向多

元化、多维度、多时段发展迈进。 

提出全过程增值激励评价体系,基于数智化手段,全方位关

注学生成长。基于数据实践,建立数字“画像”层,使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实现建模、可视化。通过建立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与采集数据的映射关系,实现评价平台自动分析,呈现数字“画

像”,诊断学生成长趋势,并实时更新学生表现,形成正向激励

机制。 

仍以“线路保护装置检验”课程为例,以项目为依托,按照

课前、课中、课后多时段教学活动,在智慧评价系统开展学习评

价、教师评价、组间互评、组内互评、学生自评、实操考试等

多元化评价形式,结合思政安全意识、规程意识、工匠精神、工

程思维、劳动习惯多维度职业素养评价,全过程通过数字平台收

集数据,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实现“全过程增值激励”评价,致力

将学生培养成懂原理、能识图、会调试、熟规程、有担当的全

面发展型人才,助力人人出彩。 

4 结语 

本文对数智赋能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模式的变革与实践进

行了深入探讨,针对、课程内容、学情诊断、教学资源、科学评

价四方面教育困境提出了相应措施。通过在四川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继电保护专业践行提出的数智驱动教学模式,极大提高了

课堂质效、学生学习成效,推动了数智化技术在教学、管理、学

习、评价等多方面的应用,切实运用“数智”手段提升了教学水

平,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校级重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24年人才培养质量与教学

改革项目—《数智化背景下高职电力类专业教学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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