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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项目的意义

1. 政府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的重点项目；
强化合理布局、扩大受众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面向全社会教育消费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

2. 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示范项目；

3. 互联网+职业教育的落地项目；

4. 确立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攻坚项目。
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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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理念转变

1. 项目建设指导思想要从注重“实际发生”向“实际获
得”转变。
以用户为本，以用至上。（能学辅教）

2. 项目建设模式要从“聚焦模式”向“辐射模式”转变，
也就是从教学价值向学习价值、应用价值转变。
教学三要素：教师、学生、教学内容；

四要素：教师、学生、内容和方法；

五要素：教师、学生、内容、方法和媒体；

六要素：教师、学生、内容、方法、媒体与目标；

七要素：教师、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和反馈。

（人才培养方案） 3



关注理念转变

3. 项目建设逻辑路线从“学科导向”向“职业导向”
转变。

行业企业

科学技术

学科

行业企业

职业（群） 专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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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理念转变

4. 项目建设本质特色是“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

转变。

在专业教学数据库建设中，总要选择一种与

能力目标相关的理论或标准体系作为支撑，否则

你将无法评价，也就无法转换、认可。选用哪种

能力目标与标准体系，与职业—专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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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论和方法体系作为支撑，很难实现从“碎

片化资源”到“结构化”（课程）、“系统化”（平

台），以实现科学的目标。

系统化平台 应用层

结构化课程 功能层

碎片化资源 素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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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能力（素养）
1 欧洲资格框架（EQF，2002）

2 21世纪能力：数字时代的基本素养（2003）

3 美国21世纪学习框架能力观（2009）

4 OECD关键能力分类（2000）

5 教学设计三个世界 （冯曼利伯，2005）

6 信息社会的教学过程（Daniel D. Hade，1982）

7 认知心理学的能力观（1990-）

8 斯顿伯格“成功智力”（2007）

9 专家型学习者（Ertmer，1996） 

10 职业教育分级制度（20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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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理念转变

5. 项目建设追求的效果不能使近距离变得远，而

是要使远距离变得近。要在缩短“距离”上做足
文章。

使近变远：面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放到网上，现场教学网络版。

使远变近：名师、名课、名专业、名企业家、名企业、名课程与教

学专家、行业名人、职业信息分析师、职业指导师、创业名家、科

技名人、心理咨询师、校友名人、朋辈达人；合作学习、合作教研

不受地域、校企、甚至国界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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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版的专业教学资源库

1.0 资料
教材、学材、数字
化图书、光盘、软
件等

教师，学生；
教师为主（学
校内部）

假设都是合格教师，
缺乏足够的资料支
撑教学。

2.0 课程
网络精品课，远程
视频教学、新出现
的微课程、MOOCs等

教师、学生，
以学生为主
（教育内部）

假设有最好的老师
讲授最好的课程。
让其他老师、学生
受益、提升。

3.0

平台
+
资源
+
工具

在一定理论、方法
体系支持下的大数
据、网路课程、工
具（开发工具、交
互工具、学习工具、
评价工具等）的有
序有机自组织系统。

教师、学生、
社会学习者；
角色互动，合
作学习。（社
会范围）

假设我们都是学习
者，又都是老师，
且每一位参与者都
能从中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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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空间

资源空间

社区空间

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项目
突破传统教学、传统学校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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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立项评审过程中看到的共性问题

1. 单打独斗多，集团作战少。

2. 校企合作限于表面、流于形式。专业论证不扎实。

3. 缺乏职业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能力目标理论
和方法体系的支持，也缺乏心理学等相关支撑。使得

教育项目（课程）的目标普遍不明确，能力标准不成

体系，难以评价，难以规范、转换、认可。

4. 面向泛在学习需求，具有导学、导做、辅教、助训、
可评基本功能，支持合作学习、合作教学、合作开发

的平台设计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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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源的组织加工方面。碎片化资源应该更主要地置放在后台，

前台出现在用户面前的主要是根据不同需要随机组织成的结

构化、体系化、逻辑化的内容。目前大多数数据库直接将碎

片呈现在用户面前；类型少；菜单太多、图层太厚，对数据

进行“图书馆式”分类，而非以用户为本，熟悉网站结构往往

需要很长时间，不好用，失去了信息化、大数据的优势。

6. 内容上，行业企业文化、职业文化的内容偏少，文化载体不

丰富，形式不活泼，吸引力不足。可以支持校企互动、人人

互动、合作学习、合作教学、可做开发的内容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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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基础上，与建设单位原有建设基础联系不紧密、关

系不清晰；校内资源没有有效整合；申报专业有的内涵

偏窄；个别学校相近领域重复申报；有的学校项目申请

和建设不是学校行为，放在二级学院（系）甚至教研室。

8. 建设队伍上，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不分，顾问指导人马

和组织实施人马重叠；缺少企业行业专家，缺少教学与

课程理论专家，缺少网络技术和开发方面专家；顶层设

计和宏观架构人才稀缺。

9.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不强，相关管理

和保护措施不具体、不落实，留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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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项目如何可持续发展？
资源库建设的动力源自何处？
 用

 根本上在于推动建设模式从“供给思维”向“需求思
维”的转变。需求将是资源库建设的不竭动力，需
求的直接表现就是“用”。以用户为本，以用至上。

 每一个资源库的客户群在哪里，我们怎么想办法服

务他们、吸引他们，留给同事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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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祝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库建设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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