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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内涵及评价体系研究
罗小芬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数智素养是智能时代教师必备的核心专业素养。针对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所呈现
的新特点，高职教师需在遵循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规律、数智技术自身发展规律、高职学生成长规律的框架下开展教
育教学、教研教改活动。熟悉数智素养内涵、学习教育教学知识、习练数智技能、研创教学设计，在教与学的实践中
提升专业素养，并在科学、智能化评价体系中受到客观评价，获得应有的肯定与激励，是智能时代教师自我提升、服
务职业教育的可鉴发展之路。

［关键词］智能时代；高职教师；核心素养；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５）０６－０１４２－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７１１Ｘ．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４９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ｂｘｂ． ｎｅｔ

　 　 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不断融入教育领域，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手段、方式
也受到了深刻影响。身处人工智能时代，高职教师作为教育
数字化战略的重要践行者，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所需具备
的核心素养也面临着革命性的冲击。从智能时代对高职教
师有效开展教学的要求出发，分析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内涵并
构建评价体系予以引导、促进，就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智能时代高职人才培养呈现的新特点
（一）学习方式：知识来源多元化
智能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促进了资源的繁荣，改

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知识传播不再局限于书本，高职学生
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呈现出多元化。各行业大都拥有不少凝
聚业内共识的网络论坛，自媒体等新媒体形式的繁荣也丰富
了部分行业知识，传统媒体介质也在持续提供学习资源。此
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能获取有效数据集
并利用、训练一些模型，产生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有着价
值的信息，技术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者、传递者，也成了信息
的生产者。这些媒介的存在，推动知识以碎片化的形式融入
高职学生的学习日常，极大地丰富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
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教师也不是知识绝对权威
的代表，但是这些碎片化的知识也存在知识结构缺乏系统
性、整体性问题。

（二）成长方式：创新发展个性化
智能技术发展非常迅猛，技术变革所涉及的产品更新换

代也与之同频共振，新产品的产生、发展和淘汰的周期也呈
现出越来越短的趋势。技术、产品的频繁迭代，按照传统的
成长方式难以跟上时代的节奏，必须能够理解智能技术原理
及发展规律，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以快速适应智能技术发展
潮流。当下的高职学生是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ＡＩ助
手等智能化产品的一代，也是网络天地中的积极分子，在学
习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立的人格。教师要关注到每个学生的
个性与特点，利用智能手段采集学生学习行为状态数据加以
分析，形成个性化的学生画像。本着促进学生实现自我最大

人生价值的教育根本目的，需要对不同的学生个体加以引
导，差异化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利用智能技术推进
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实现个性化发展。

（三）教学方式：教学资源立体化
智能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学习空间，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

随时可学、处处能学，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安排自主选择学
习方式、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线上学习也成为学生的线下学
习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有力补充。网络上海量的学习资源，是
学生自主学习的有力保障，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寻找合
适的资源；智能技术虚拟出仿真现实的学习情境，沉浸式感
受、学习有价值的知识；智能技术助力知识以图像、视频、文
字等多样化形式呈现，构建学习平台实现师生在线互动，记
录学生学习状态，以数据驱动及时掌控精准学情。教学方式
也需要顺应这种趋势，掌握数智教学工具的使用技能，依托
学习平台打造立体化学习资源，把控学情，人机协作，灵活开
展立体化教学活动。

二、培养高职教师数智素养的现实价值
（一）时代发展赋予教师的历史使命
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教师的本职是开展

教学，传授知识和技能，这一使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
不同的时代特点。身处智能时代，就需要教师不断地去学习
数智时代新的教育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与教学融合的知
识，开展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教学研究工作。教
师能力发展也与时代特点息息相关，发掘数智时代的教师专
业素养丰富内涵，培养教师核心素养，为教师成长提供方向
指导，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数智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势头迅猛，更新换

代频繁，对高职教师特别是非理工科的教师而言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从学习基本技能到熟练应用、创新教学设计需要一
个较长的过程。作为实施教育变革的一线实施者，高职教师
需要适应发展新趋势，主动学习新技术、新方法，提高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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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养。数智技术的发展为高职教师开展教学提供了多
种选择。利用互联网上丰富的素材资源，借助数智技术平台
创设不同场景，让学生充分参与、角色代入，在活跃的氛围中
学习知识和技能。数智技术手段的介入，分组、抢答等多种
形式的教学活动更便捷地开展，活动成果也能方便传递和共
享，活动状态情况也能及时获知，教师可及时调整措施和策
略以适应学生发展。这些都对高职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

（三）创新教学手段，提升学生数智素养
数智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普适性的通识型素养，是技术

技能型人才所需具备的职业素养之一。数智技术已渗透到
各行各业，与各学科、领域深度融合，成了一种辅助性的通用
型技术，熟练掌握数智技术能够更好地获取专业知识、操作
各种技术平台，对专业能力的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学
生数智素养的培养也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全方位，不
只是局限于信息技术课堂。高职教师在学科课程教学中使
用数智技术手段，也会带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使用数
智技术，潜移默化中助推了学生数智素养的提升。

三、智能时代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内涵
智能时代，数智化应用与教育深度融合，极大地促进了

教师教学效能提升，同时也对教师的核心素养提出了新的要
求，以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顺应时代潮流，
数智素养是智能时代高职教师应具备的核心专业素养。数
智素养目前没有公认的、确切的定义，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
认为数智素养是数据素养和人工智能素养二者的融合，以实
现相关任务目标的能力，涵盖数智工具应用、数据获取、数据
处理、数据分析、人机协同等。结合高职院校教师的工作实
际，关于高职教师数智素养，可认为是高职教师适应智能化
时代发展，具有数智化意识、数智化思维，掌握数智工具的使
用技能，敢于应用数智工具获取、分析、处理教学相关数据，
并作出教学决策、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是数据素养和人工
智能素养的有机结合，包含数据素养、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技
术素养和学科融合与创新能力等一系列综合素养。

（一）数据素养
杨淑婷等（２０２２）认为数据素养是教师系统地收集、处理

和分析各种类型的数据，解析信息并以此介入学习过程、开
展教学的能力。单俊豪等认为高校教师数据素养是教师利
用数据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包括数据获取、处理、数据驱动
教学决策等能力。

数智化应用的大量使用会产生一系列的数据，如何有效
利用数字资源“让数据说话”，数据驱动决策并服务教学是教
师数据素养一个核心要素。教师数据素养是利用数字化手
段采集、分析、解释已有数据并管理不断增长的数据，提取有
效信息，进行批判思考，持续改进教学再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的能力，包含数据意识、数据技能、数据思维等多个维度。达
到一定规模的数据，可以有效反映学情，助力教师剖析学情、
精准施策；也能形成对学生的客观评价，肯定学生的努力付
出，形成积极效应。高职教师需要与时俱进，乐于接受、主动
学习新的数智技术，敢于在教学中应用数智技术采集、分析
教学数据，不断提升数据处理技能，进而不断改进教学方式
方法、创新教学模式。

（二）人工智能素养
王润兰等（２０２３）认为人工智能素养非常重要，是智能时

代教师的基本素养。张银荣等（２０２２）认为人工智能素养包
含ＡＩ知识、ＡＩ能力和看待ＡＩ的态度等要素。

数智化应用的普及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形式
多样的数智化应用带来视听感官强烈感应，激起学生学习兴
趣、精准掌握学情、丰富课堂形式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课堂
主角的思考。在智能时代，“人机共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
需要教师掌握人工智能知识和基本的人工智能技术、数智化
工具应用技能，丰富教学形式，建设数字资源，助力教学活动
开展，另一方面需要教师重新定义自身角色，权衡数智技术
应用于教学所存在的利与弊，坚守课堂教学主导阵地，突出
教师主导、人机协同。这也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需要熟悉数智化工具的应用，同时把握数智工具的特
点，在教师的主导下人机结合、有效协同、优势互补，提升课
堂教学效能。

（三）教育技术素养
技术融入教育的目的是辅助、服务教学，教师有效开展

教学必须具备与时代发展、技术手段相适应的教育教学相关
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施敏敏（２０２２）认为教师数智化教学
能力包括数智教学意识、数智教学知识、数智教学技能。理
念是行动的指导，知识是技能的基础，教师是教学的核心。
教师的教学理念是有效开展教学行动的前提，技术更新，理
念不跟上，难免“新瓶装旧酒”，教学改革的推进就难以为继。
技术手段的应用与教学内容的和谐互补，协调一致才是最好
的选择。熟谙数智技术的特点，合理利用技术开展教学活动
增强教学有效度考验的是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教师是课
堂的主导者，要想运筹帷幄，牢牢把控好课堂的方向和进展，
那么就需要教师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对技术手段的熟练掌
控。要充分发挥数智技术手段的效能，高职教师就要不断学
习智能时代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研习教学技能，更新知
识结构，在先进理念与熟稔技术的指引下，创新教学模式，科
学设计教学活动，具备将数智技术应用到教学中的能力。

（四）学科融合与创新能力
刘泓汐（２０２１）认为数智时代教师应具有数据与教育技

术融合、学科融合、创新能力等核心素养，要能够转换角色，
树立“人机共生”的教育理念。

作为一种数字化手段，数智技术需要与各学科知识有机
结合，在教师的主导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充分发掘数智技术
在教学中的潜力，也需要教师拥有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统计
学、数学、逻辑、人文素养等知识，并在教学活动中融会贯通，
使用数智技术获取、分析、解释教学数据，并根据教学反馈数
据调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不断创新教学设计。深入
理解数智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在教学方法的指引下推进技
术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推动教学改革，教师需要具备一定
的跨学科、跨领域专业素养，并能够归纳教学数据、反思教学
过程，进行教学研究、改革创新的能力。

四、智能时代高职教师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构建
（一）评价主体多元化
参考《国家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指南》，高校教师教育

技术能力涵盖“意识与责任”“知识与技能”“教学设计与实
施”“教学评价”“科研与发展”等方面。数智技术的知识图谱
涉及广泛，新兴产品层出不穷，将这些新技术手段应用于教
学考验高职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客观评价高职教师的专业
素养，从理念意识、数智技能、创新思维等维度综合考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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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评价主体多元化，综合学生评价、学校评价、教师同行评
价、数智行业专家评价等形成综合性定性评价。

（二）分类细化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高职院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大多是基于岗

位，依据教师所聘任的岗位进行分类评价，对教学、科研各有
侧重。高职教师应用数智技术主要是服务教学，针对教师专
业素养的评价应以教学评价为主体，融合科研创新部分形成
综合评价。高职教师学科不同，数智技术的基础也存在较大
的差异，计算机相关学科的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有着较
大的优势，统计、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师对数据处理的熟
练程度也明显优于其他学科教师。本着评价公平公正的原
则，调动非计算机、统计等相关学科教师积极性的情况下，分
类细化评价指标，保证教师在可期、可达的目标引导下，分层
次、渐进式实现专业素养的提升。

（三）评价过程智能化
高职教师教研任务繁重，高职院校也难以分出足够的时

间、精力去给出精准、客观的评价结果。因此，不宜另起炉灶
独立设置教师专业素养评价项目，应融入现有评价体系，优
化评价指标，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整合已有评价系
统，建立教师专业素养智能化评价系统。当前，高职院校的
数字化校园建设大都具有一定的基础，依托数字校园平台，
智能化评价系统挖掘教师教学、科研方面的过程化数据，形
成结构化、精准化的有效输入，对标评价指标，在大数据技术
等支撑下形成密集、高阶的信息实体输出，形成科学、客观的
教师评价结果。评价结果数据及时反馈，以智能化保证信息
的时效性，以便教师及时获取信息掌握实施效果、剖析实践
中的优势与不足。

（四）评价原则突显激励作用，过程评价与增值评价相
结合

评价是为了引导教师发展方向和激励教师主动学习、应
用数智技术，带动课堂教学革命，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数智
技术频谱广、更新快、难度大，这些知识和技能对非计算机类
相关专业的教师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了解、熟悉到熟
练用于教学、创新教学设计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的周期内

难以获得可见的效果，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甚至难以得到应
有的认可进而影响教师绩效考核，导致教师缺乏学习新技
术、尝试使用新技术手段开展教学的足够动力，对教师学习、
应用数智技术的积极性形成负面冲击。在设计、构建教师评
价体系时，高职院校需要改变当下单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
体系，构建过程性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以教学活动过程数据为依据，对在教学活动中应用新技术、
新手段的教师按照一定的增值换算系数进行“知识与技能”
评价指标的增值评价，奖励勇于尝新的教师并形成示范效
应，解决教师在教学中尝试新技术、新手段的后顾之忧，夯实
改革创新底座。

五、结语
数智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对高职教师核心专业素养的

新要求，也是时代赋予高职教师的历史责任。从高职教师教
学工作实践出发，厘清数智素养的丰富内涵，是智能时代高
职教师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落脚点。明确努力方向，在高职
院校评价体系的引导和激励下，积极推动数智技术应用于高
职教育教学，在实践中提升自我、创新发展，服务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杨淑婷，魏非．教师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评价的国际研

究述评：框架、工具与实施建议［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２２，
３２（８）：６７－７４．

［２］单俊豪，张刚要．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表现性评
价———理论模型与应用策略［Ｊ］．数字教育，２０２３，９（１）：３３－３８．

［３］王润兰，李梦雪．师范生智能教育素养：框架构建、现
状调查与培养路径［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２３（３）：１２０－１２６．

［４］张银荣，杨刚，徐佳艳，等．人工智能素养模型构建及
其实施路径［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２２，３２（３）：４２－５０．

［５］施敏敏．高职外语教师数智化教学能力发展现状［Ｊ］．湖
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３５（２３）：１８５－１８７．

［６］刘泓汐．数智技术变革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挑战、核
心素养与实践方略［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２１（２１）：７２－７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ｒａ

ＬＵＯ Ｘｉａｏ－ｆｅｎ
（Ｈｕｎａ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２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ａｗ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ｉｎｇ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ｓ，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ｓｅｌｆ－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桂杉杉）
４４１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５）第３８卷第６期　 总第３８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