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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项目背景
Project Background



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

德国“工业4.0计划”
Industry 4.0

中国《中国制造2025》
Made in China 2025

2011年 2012年 2017年



2012年 2014年

《关于加快推进
职业教育信息化

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

中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加速
Informatiz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ccelerating

2016年

《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

2017年

《关于进一步推
进职业教育息化
发展的指导意见》



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应用态势
（关键趋势、重大挑战、技术重要发展）如何？

What are the trends, challenges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next five year?

中国职业教育地平线报告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Horizon Project Report



2016年1月“中国基教版”地平线报告发布



“中国基教版”地平线报告引起广泛关注

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技术应用
呈九大趋势

中美智慧教育大会展望基础教育技术应用



2017年3月“中国高教版”地平线报告发布



2017新媒体联盟中国高教版《地平线报告》发布

“中国高教版”地平线报告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职教版”地平线项目

联合首席调查员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黄荣怀 刘德建 Kinshuk 高媛



02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1 2 3 4 5 6

Wiki平台： china. nmc.org

研究流程 Research Process

德尔菲研究方法
Delphi Method

组建团队
Research Team

桌面研究
Desk Research

在线讨论
Online discussion

多轮投票
Vote

案例征集
Case collection

报告撰写
Report Writing



专家委员会 Expert Panel
共计112名专家入选专家委员会
A total of 112 experts

• 项目工作小组9人

• 政府官员11人

• 职业院校50人

• 行业企业16人

• 科研人员21人

• 媒体代表5人

遍及29个省和地区（包括港澳台）



研究方法及流程 – 01

桌面研究：项目专家们通过维基网站展开系统的文献回顾 Desk Research

专家组工作
回顾桌面研究
1：讨论技术发展
2：添加新技术发展
3：确定主要趋势
4：确定重大挑战投票表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白色字大一点



在线讨论 Online Discussion

01 重要发展

您认为以下所列技
术中，哪些将在未
来五年中对中国职
业教育的教学、学
习及创造性探究产

生重要影响？

02 问题一的补充

我们的清单中漏
掉了哪些教育技
术的重要发展？

03 关键趋势

未来五年中，您认
为推动中国职业教
育技术应用的关键

趋势有哪些？

04 重大挑战

未来五年中，您
认为中国职业教
育技术应用面临
的重大挑战有哪

些？

四个主要研究问题

Wiki平台讨论近1000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加上小标题 重要发展 关键趋势 



研究方法及流程——02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统计多少条 表现数据 累计多少条 平均多少条 数据支撑



在线投票 Voting

• 根据采纳的时间维度归入不同类别

• 过程采用多轮票决方式



03 报告框架
Report Structure







04 研究结果
Result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更换今年的



中国职业教育中推动技术应用的关键趋势
The Key Trends Driv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短期影响趋势（未来一到两年）
Short-Term Trends (1-2 Years)

信息化对职业教育推动作用
Promoting Informatiz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更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
Increasing Use of Blended 
Learning Design

开放教育资源快速增加
Proliferation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中期影响趋势（未来三到五年）
Mid-Term Trends (3-5 Years)



长期影响趋势（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内）
Long-Term Trends (Five Years or More)

推动变革和创新文化
Cultures of Change

学生从消费者
转变为创造者

Shift from Students as 
Consumers to Creators

反思院校的运作模式
Rethinking How Schools 

Work



短期（一到两年)
信息化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
更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
开放教育资源快速增加

中期（三到五年)
转向深度学习方法
重设学习空间
跨学科研究兴起

长期（五年或更长时间）
学生从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
推进变革和创新文化
反思院校的运作模式

推动技术
应用的

关键趋势



中国职业教育中影响技术应用的重大挑战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mped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转变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
的偏见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ociety

教育技术和不断变化的
教师角色
EdTech and Evolving 
Roles of Faculty

创造真实性学习机会
Creating Authentic Learning 
Opportunities

可应对的挑战 Solvable Challenges



有难度的挑战 Difficult Challenges



严峻的挑战 Wicked Challenges

领导变更中的创新可持续性
Sustaining Innovation through 
Leadership Change

推广跨学科实证方法
Scaling Evidence-Based 
Methods across Disciplines

推进有效学习技术的探索
Facilitating Discovery of 
Effective Technologies

EEE
Effective
Efficiency
Efficacy



重要挑战 Significant Challenges

有难度的挑
战将职场培训与正规

教育衔接
整合正式与非正式
学习
支撑个性化学习

严峻的挑战
领导变更中的创新
可持续化
推广跨学科实证方
法
推进有效学习技术
的探索

有难度的挑战
将职场培训与正规教育
衔接

整合正式与非正式学习

支撑个性化学习

严峻的挑战

领导变更中的创新可
持续化

推广跨学科实证方法

推进有效学习技术的
探索

可应对的挑战

转变社会大众对职业
教育的偏见

教育技术应用导致的
教师角色转换

创造真实性学习机会



中国职业教育中教育技术的重要发展
Importa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采纳时间（一年以内） Time to Adoption (1 Year or Less)



采纳时间（二到三年） Time to Adoption (2-3 Years)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和混合现
实技术
VR, AR & 
MR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学习分析
及适应性
学习
Learning 
Analytics & 
Adaptive 
Learning

移动学习
Mobile 
Learning



学习管理系统
Next Generation 

LMS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信息可视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虚拟和远程实验室
Virtual & Remote 

Laboratories



教育技术的重要发展

立体教材
翻转课堂

微课
在线学习

一年以内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
移动学习

云计算
学习分析及适应性学习

二到三年 新一代学习管理系统
人工智能

虚拟和远程实验室
信息可视化

四到五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1-2022



05 结语
Conclusions



1. 立体化教材、在线学习、微课和翻转课堂将于一年之内在职业教育教学

中得以普及，表明当前职业教育信息化更侧重于数字教学资源的建设、

资源形态的多样化和信息化教学方式的不断探索，这与近年来国家大力

支持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相关。

2.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云计算等技术将于未来二至三年

中在职业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信息可视化等智能技术会在未

来四至五年中得以推广。这一观点与人工智能发展及智能时代的发展趋

势相一致。



3. 信息化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开放教育资源快速增加以及更多应用混

合式学习设计是职业教育中教育技术应用的短期趋势，这与“十三五”

以来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规划相吻合，表明职业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

略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4. 重设学习空间、转向深度学习方法和跨学科研究兴起将逐渐成为职业教

育信息化未来三至五年的主要趋势特征。而学生从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

推进变革和创新文化与反思院校的运作模式则将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

中逐渐成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与基础教育及普通高

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5. 创造真实性学习机会、教育技术和不断变化的教师角色、转变社会大

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被认为是职业教育领域教育技术应用可应对的挑

战，从职业教育的定位和发展战略来看，前者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后两者或许与一般常识有悖，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6. “十三五“以来，职业院校的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建设逐渐普及，信

息技术应用和数字资源利用的频度呈上升趋势，不断提升了保障支撑

队伍的技术服务能力和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7. 职业教育过去三十余年“工学结合”理念的渗透和“校企合作”经

验的积累推动了部分地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特别是信

息技术及信息化的行业，如电子与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智能制造

等领域。区域经济与职业院校的发展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8. 随着国家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

战略部署初步形成，数字资源日益丰富，网络学习空间逐渐推广，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以及学习方式的变革。



9. 地区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导致职业院校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信息化正助力职业教育理念的分享与更新，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

共建共享和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间的协

调发展 。

10.随着“欧洲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与基础教

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领域发展将更为迅速，以应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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