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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率先在职业教育中提出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建设。 经过近 10年建设，已然成为高等职业教

育信息化改革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在推动校企共建共

享优质资源、培育高技术高技能型人才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而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国家资历框架建设、1+X制度试点等工作的推进，也
让资源库建设面临重新优化整合。

一、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的现状分析

笔者通过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监测

云图（简称“监测系统”）、2018和 2019年专业教学资

源库平台等进行了数据统计、数据清洗和数据计算，并
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发现问题、提示规律，为专业资源

库的建设提供指引。
（一）资源库的建设单位分析

1.资源库的主持单位分析

自 2010年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简称

“国库”）建设项目启动至今，已立项建设了覆盖 19个
高职教育专业大类的 203个国库， 有 1314所中高职

院校主持参与了国库， 从最开始的单所学校建设，逐
渐到“校-校”“校-企”建设，再发展到“校-校-教指委”
“校-协会-技能鉴定中心”等多元主体合作共建共享模

式；在 281个牵头单位中，有 252所高职院校、4所中

职院校、21个行业单位、4个企业单位。 其中涉及到卫

生、民航、建材、物流、食品药品等 9个领域全国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快递、妇幼保健等 5个国

家级协会，人才中心、技能鉴定中心等 2个国家级中

心，以及中国孔子研究院、中国商业史学会等行业单

位；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西泠印社、北京华晟经

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等 4个企业，均为地方优质企业，但缺少世界

500强企业以及全国知名企业参与。
2.资源库的主持院校分析

从主持单位所在地域来看，江苏省最多，高达 35
所学校；其次是山东和湖南，分别为 22所学校，接着

是浙江省 21所，广东省 19所，湖北省 12所，河北省

10所，北京 9所。建设院校中，东、中、西部省份分别占

比 41.52%、32.85%、25.63%。总体来说，东部省份、教育

强省示范着国库的建设。
从主持学校来看，其中深圳职院主持 5项，有 7所

学校主持了 4项国库，分别为山东商业职院、襄阳职

院、杭州职院、陕西国防工业职院、金华职院、宁波职

院、浙江金融职院，以上 8所学校均为“双高计划”建
设单位。 在 252所主持建设的高职院校中，其中有 51
所高水平学校、93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二）资源库的专业建设分析

1.从专业建设大类来看

目前已建设的 203个国库全部覆盖高等职业教

育专科专业 19个专业大类，另外还建设了“民族文化

传承与创新产业”项目，涉及了中华刺绣等 22个领域。
国库建设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大类 27个、交通运

输大类 20个、电子与信息大类 18个、财经商贸大类 17
个、农林牧渔大类 14个、土木建筑大类 13个；建设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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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专业大类分别为教育与体育大类 4个、公安与司

法大类 3个、水利大类 2个、新闻传播大类仅 1个。 虽

然国库覆盖了 19个专业大类，但是建设明显不均衡。
2.从专业建设子类来看

农林牧渔、装备制造、生物与化工、电子与信息、
公共管理与服务等 7个专业大类下所有子类均已建

设有国库，但也有 12个大类仍有子类没有建设国库。
（三）资源库的内容建设分析

1.资源库的建设数量分析

目前，所有团队共同开发了 7069门标准化课程，
制作了 499万条素材资源，资源存储量高达 127TB，其
中视频资源数达 61万条，占比 24.58%；动画资源达15
万条，占比 6.15%；音频资源达 11.7万条，占比 4.74%。

但是通过对 2018、2019年已经建设好的国库进行

统计分析，有 10个国库因为无法访问以及未显示用户

人数，在其他的 81个国库中，通过分析显示：开发的素

材资源来看，资源数在 5000条以下的有 6个国库，5000
至 1万条的有 18个，1万至 1.5万条的有 30个国库，
1.5万至 2万条的有 10个，2万条以上的有 17个，其中

最高的有 3.78万条，最低为 1135条。 通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每个国库素材数量存在明显的不均衡。
2.资源库的建设内容分析

通过对 81个国库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用户人群

在 5万以下的有 32个，5万至 10万之间有 23个，10
万至 15万以下的有 17个，15万至 50万以下有 7个，
50万以上的有 2个。 用户人数最高的国库是小学教

育，共有 59.5万人，其次是临床医学 58万人。访问“临
床医学”国库发现：其建设单位高达 87所，包含了 66
所高职院校、3个医院，18个企业。 资源库中提供了互

动式虚拟现实实验操作系统等医学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只要用户注册登录，就可以远距离使用这些特色

资源。 另外，资源库还打造了“百通世纪”医学领域人

才终身学习和职业生涯经营平台，通过“互联网+医学

教育”模式，提供了执业资格证、职称、考研等方面的

免费培训课程，吸引了大量的学生、社会用户进行学

历、能力和职称提升。
但是，笔者从智慧职教云平台中调用来自资源库

里的“计算机应用”课程时发现：竟然有 26个项目建

设了该课程，其中有 9个国库、7个省库、10个校级专

业资源库。 还有像“大学英语”“思想道德修养”等公共

基础课以及专业基础课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的现象。
（四）资源库的平台和用户分析

1.资源库的开发平台分析

通过对 2018、2019 年已立项的国库进行统计分

析， 有 71个采用智慧职教云平台，6个采用微知库平

台，1个使用超星平台，1个是北京点为开发， 其他 12
个是自主开发平台。 从访问情况来看，使用智慧职教

云平台建设的资源库，其用户总数都明显偏高，最高

有 59.5万用户；而自主开发的资源库平台，打开网站

的速度明显偏慢，并且有 5个平台显示无法访问网站。
2.资源库的访问分析

国库在疫情期间凭借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全
力赋能“停课不停学”，为防控疫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据监测系统中显示，截至 2022年 2月，全部用户共有

1864万人，其中，学生用户 1734万人，占比 93.26%；
企业用户 29万人，占比 1.56%。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
目前资源库的主要用户人群还是在校学生，对企业用

户和社会学习者还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性。
从注册用户年度分布来看，从 2017年到 2019年

注册用户逐年增加，到 2020年呈现断崖式增长，新注

册用户高达 855万人， 比疫情前的 2019年增加了 531
万人，但 2021年新增注册用户又回落到 201万人，仅
高于 2017年。 而据教育部 2021年发布的《2020年全

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全国共有 12634所
中职及普通高校，其中中职 9896所、本科院校 1270所
（职教本科 21所）、高职（专科）1468所，成人高校 265
所；每年中职、高职在校学生分别为 1663.37万人、1459.55
万人，其中新生分别为 644.44万人、524.34万人。中高

职每年新生人数合计为 1168.78万人，而 2021年国库

新增用户仅 201万人，也就是说，每年仅有 17.2%的新

生加入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学习。
从年度访问数统计来看，2017年的访问数是 1.8

亿人次，2019年增长到 9.58亿人次， 到 2020年同样

呈现断崖式增长，访问量突破 38亿人次，但 2021年
又回落到 9.81亿人次。从年度注册用户和年度访问数

都可以明显看到：国库在疫情期间凭借丰富的数字化

学习资源，全力赋能“停课不停学”，为防控疫情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恢复了线下教学后，资源库的注

册用户和年度访问数都呈现断崖式下跌，可见资源库

内容的吸引力明显不够。
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策略

通过从主持单位、建设平台、访问用户和使用情

况分析，目前已经建设的职业教育资源库存在着一系

列的问题， 也需要全国职业教育者发挥各自的才能，
一起来建设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一）以“服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开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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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建立中职、高职、职

业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办学层次上下贯通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 构建专业的教学资源库，也需要上下衔接贯通，构
建多层共享、一体化的专业教学资源，也就需要中职、
高职、职业本科、研究生院校的资深教师参与教学资

源库的建设。
邀请来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

育部职业院校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家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人才中心、中国行业协会、行业知名企

事业单位等，以及来自全国各个区域的中职、高职、职
业本科、研究生院校共同组建“政企行校”有机融合的

专业建设协作共同体， 充分发挥院校的建设主力作

用，全力借助于政府、企业行业的专业指导和资源整

合能力， 以最强的实力促进教学资源库高水平建设，
以及持续不断地更新迭代。

（二）以“终身学习”为目标进行顶层设计

资源库不仅要满足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研究生

等在校学生的学习，还要服务于企业员工职业培训和

社会学习者继续学习的需要，更要服务于全社会终身

学习的需求。
依托专业建设协作共同体，通过调研，收集整理

专业相关的最新国际教学标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国
家实习实训标准、行业企业标准、职业资格认证标准、
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等各种标准和技术标准

资料；联合协作共同体内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企
事业单位、行业单位等，对标国际，明确信息技术类各

专业所对应的各种核心岗位、相关岗位、升迁岗位；界
定中职教育、高职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

职业能力培养标准，以及对应的不同就业岗位不同级

别的职业技能标准，建立职业教育的“学历提升、能力

提升”的“职业能力本位”人才终身成长框架。
（三）以“多维共享”设计专业集群资源体系

在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时，要提升专业之间资源

库的共享度，可以考虑相近专业的需求，以及多个教

育层次的需求，对资源库采用兼容性、差异化、分层次

的资源构建。 即以“学科专业集群平台”的思路集中资

源建设有竞争力的专业资源库。 第一种思路是按照

“核心产业—周边产业—附加产业”的“产业链”的思

路形成专业集群；第二种思路是按照“关键岗位—次

要岗位—边缘岗位”的“岗位群”思路构建与岗位群对

应的专业集群。 立足于一个专业大类中某个高职层次

的专业，以它为核心，同时兼顾中职、高职、职业本科、

研究生相邻、相近专业需求和多层次教育需求，建构

一个上下贯通、横向融通的“多维共享”的专业集群教

学资源体系。
（四）以“个性定制”设计教学资源学习路径

不同类型的学习者访问资源库的目的是不同的，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学习者个性化定制不同的学习路

径。 在资源库访问路径设计中，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

式来设计：第一种以知识链路来链接教学资源，即以

“专业—课程—资源”为页面入口，满足在校学生的“学
历能力升迁”的需求。 第二种以“职业能力升迁”来链

接教学资源，即以“行业—岗位（职业）—资源”为页面

路径，设置核心岗位、相关岗位以及对应的晋升岗位

成长模块，每种岗位又设立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能力

成长课程，完成典型工作任务，通过测试，还可以获得

相应的 1+X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种是自主定制跨界

“个性化成长”路径，对于跨界跨专业学习其他专业前

沿知识技能的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跨界

跨岗位职业能力课程，制定个性化的成长路径。
三、结束语

教育部怀进鹏部长在 2022年教育信息化首场辅

导报告会指出：“教育系统要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推
进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 ”探索“满足多种生源学习需

求的培养路径，满足多种能力培养的课程资源模块组

合，满足多种岗位互选的横跨纵拓，满足多种证书的

自由考取需求”的资源库，建立起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全学历、全贯通、全链条”的“互联网+职业教育”新生

态，赋能“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下跨领域

职业人才成长、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终身可持续发展，
服务于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这让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建设成为一个持续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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