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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深度学习模型能够自主生成内容，模拟人类创作，随着技术进步

和政策支持，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文章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与职业教

育的智能跃升入手，讨论了二者的耦合关系，从多模态资源生成、个性化任务重构、智能型评

价嵌入、与融合式管理协同四个环节全程参与职业教育课程教学全过程，面对当前的应用挑战

提出破解基础设施门槛、破除师资能力差距、破局课程融合困境的应用建议，为推动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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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owered by deep learning models, has the capability to
autonomously generate content and simulate human creativity. With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policy support, it present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value of generative AI and its role in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I into vocat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through
four key stages: multimodal resource generation, personalized task re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evaluation
embedding, and collaborative integrated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current application challenges, the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overcoming infrastructure barriers, addressing gaps in teacher
competence, and resolv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explore new
pathway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cational e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引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

陆续出台了《人工智能+职业教育行动计划》《中国智慧教育

白皮书（2025）》等战略性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先进

信息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职

教”生态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标志着教育技术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化阶段，也为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注入了

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潜力。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生

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内容生成、个性交互、智能评估等多种功

能，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1]。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

教育肩负着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时

代使命。因此，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耦合

关系，探索其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路径，有助于推动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

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耦合关系

职业教育肩负着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

因此，有必要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与职业教育的智

能发展两方面入手，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为其可

持续应用提供学理支撑。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是利用以 Transformer

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深度生成模型对文本、图像等多模态

数据进行概率建模，并生成统计特征一致而语义新颖的内容

智能系统。与传统教学软件的静态呈现不同，生成式人工智

能可以在“提示→生成→反馈→再生成”循环支持和赋能教

育教学活动[2]。根据特定的课程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

可以定制生成教学资源提升效率，还可以针对具体职业技能

要求，自动生成符合岗位标准的案例、操作流程、实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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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语言表达模板，使教学内容更贴合真实工作场景，增强学

习的情境感和实用性。同时，利用大模型为学生设计个性化

的学习任务，丰富学习的内容和形式，依据学生的学习轨迹

和行为数据，动态调整教学策略，精准推送教辅材料与反馈

建议，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职业教育的智能跃升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

正迎来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跃升的关键转型期。《中

国智慧教育白皮书》提出以人工智能推动教育系统重构，明

确“3C”理念（联结、内容、合作）与“3I”战略（集成化、

智能化、国际化）[3],与此同时，广州、江苏等各地职业院校

在政策引导和产业需求双重驱动下，积极探索“AI+职业教

育”融合路径。一方面，依托大模型技术构建智能教学平台，

实现课程内容的自动生成、教学互动的个性化设计与学习过

程的动态评估，推动课堂从“教为中心”向“学为中心”转

变；另一方面，通过与行业企业共建 AI 实训基地，构建贴

近真实工作场景的仿真训练系统，增强学生岗位胜任力与技

术迁移能力。这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职业教育智能

化发展模式，正在重构教学模式、育人机制与评价体系，标

志着新时代智慧职业教育生态体系的加速形成。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路径

在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耦合关系基础之

上，为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需围绕

职业教学中的“内容生成—学习交互—学习评价—教学管理”

四个关键环节构建系统化的应用路径。因此，本文提出“多

模态资源生成—个性化任务重构—智能型评价嵌入—融合

式管理协同”四大应用路径，覆盖教学全过程。

2.1 多模态资源生成

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学资源是课程实施的首要输

入环节，其内容的丰富性、实用性与更新速度直接影响教学

质量与学习成效。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普遍面临实践型资源

匮乏、内容更新滞后、资源制作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严重制

约了教学内容对接真实岗位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其

文本、图像、代码、流程图等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使教师

可以根据岗位标准快速构建契合职业要求的教学案例和仿

真实训素材等。这不仅提升了教学内容的专业契合度与实践

导向性，也使原本依赖人工撰写和拍摄的繁重备课流程变得

更加高效、灵活。通过输入课程目标或典型任务场景，生成

式人工智能能够在短时间内输出多版本、多层级的教学资源，

满足不同学生的教学需求，实现因材施教。

2.2 个性化任务重构

教学任务是教学过程的核心实施环节，直接关系到知识

的内化效果与技能的掌握水平。在职业教育中，传统一刀切

的教学模式限制了个性化教学的实施空间，难以有效应对学

生个体在基础能力、学习节奏与发展目标上的差异，容易导

致学习动力不足和任务脱节。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其大数据

分析处理能力，教师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每位学生的知识掌

握情况、学习能力和兴趣偏好，从而设计出更具有针对性的

学习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水平生成不同难度、

不同层次的训练内容，引导学生在与 AI 的对话过程中自主

探索、动态调整学习进度[4]。目前，江苏地区部分财经类职

业院校，尝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多版本的“财务报表

实训任务”，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已初步

取得良好成效[5]。

2.3 智能型评价嵌入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与反馈，既是教学成果的

呈现，也是教学改进的重要依据。职业教育强调技能的掌握

与岗位适应能力，但当前评估体系普遍存在“重结果、轻过

程”的问题，缺乏对学习行为与技能形成过程的动态监测与

即时反馈，难以支撑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指导。生成式人工

智能凭借其在语义理解、行为建模与人机交互等方面的能力，

不仅能够实时追踪学生的学习行为与任务完成情况，还可通

过自然语言分析理解学生的答题意图与逻辑结构，动态识别

知识盲点与技能偏差。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为每一位学生

建立“学情档案”，形成个性化的学习画像，为教学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不仅提升了教学反馈的效率与质量，也为教师

调整教学策略、学生优化学习路径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

2.4 融合式管理协同

管理机制在保障教学活动有序推进与技术应用安全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真正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落地课堂，

教师是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因此，融合式管理不仅要从国

家和学校层面提供制度保障与平台支持，更要注重教师在课

程教学中的管理细节。为了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融入教学，

可以教学骨干和技术人员组成教学小组，为教师们提供技术

支持。同时，学校也需要制定一些基本规范，明确在课件设

计、任务布置、作业批改等教学环节中，人工智能的使用边

界和教师的审核责任，避免过度依赖 AI 引发抄袭问题。此

外，鼓励教师开展公开研讨，分享使用经验，让大家在实践

中形成共识、共同提升。只有把这些支撑措施真正落实到教

学管理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挑战及其

策略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教学中展现出多元应

用路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师资力

量薄弱及课程适配难等现实困境。因此，本文从技术部署、

师资培养与课程融合三方面协同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由“可

用”向“能用、好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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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破解“可用性门槛”

大模型对算力、数据传输速度以及系统兼容性有较高要

求，许多中西部和县域职业院校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存在短

板，难以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学场景中的常态化、低门

槛应用。部分中职学校依然依赖单机部署和局域网教学，缺

乏云计算资源和 GPU计算环境，形成“看得见用不起”的

困境。此外，各地人工智能平台开发标准不一，相互封闭且

不兼容，形成多个“技术孤岛”，资源间难以高效流通应用。

为破解这些可用性障碍，应加快构建教学云服务平台，

通过云平台统一部署和调用模型，为基层学校提供轻量化登

录端口。“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与“粤教云”等区域平台已

在部分地区试点，将大语言模型导入集成进在线教学系统，

按需调用为教师提供课件、题库与教学建议等辅助工具。江

苏省职教云平台通过与阿里云合作，在部分职业院校部署

AI技能实训模块，为课程教学提供技术支持。此外，制定全

国统一的 AI 教学设备也成为一大热点问题，主流教学设备

如智慧黑板、学习管理系统（LMS），有助于提升集成效率

与响应速度，真正实现“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教学环境。

3.2 破除“能用性差距”

当前，教师 AI 素养普遍滞后于技术发展速度，成为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课堂有效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多数教师在

提示词撰写、生成内容把控、教学互动设计等方面缺乏系统

培训，导致 AI 生成结果偏离课程目标，实用性差，反而增

加教学负担。此外，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角色认知尚未

转变，仍停留在“工具使用者”而非“生成引导者”的层面，

缺乏将 AI嵌入教学逻辑的能力。

为破除这一能用性差距，应从教师的实际教学情境出发，

构建以任务导向为核心的 AI 培训体系，重点提升教师提示

词编写、生成内容判断及课堂整合能力。培训内容应聚焦“怎

么用”“用在哪”，例如指导教师如何用 AI 生成岗位案例、

模拟对话或技能训练脚本，并在授课中灵活调整与评估。浙

江部分中职学校已开发“AI提示辅助平台”，提供可借用、

可修改的生成指令，帮助教师快速入门、精准生成，降低一

线教师应用门槛。

3.3 破局“好用性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职业教育课程教学的核心问题

在于 AI生成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教学目标缺乏高度匹配。

一方面，通用大模型生成的文本内容往往语言通顺却专业性

不足，缺乏对行业规范、岗位技能标准的精准把握，难以直

接用于职业课程教学；另一方面，生成内容逻辑性不强、上

下文不连贯，尤其在涉及多步骤操作流程、场景化表达时，

容易出现术语错用、任务失序等问题，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这类问题使得 AI“看起来可用、用起来费劲”，影响教师信

任感与课堂效率。

为破局好用性困境，必须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职业教

育课程的深度融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针对课程特色开发

专属提示词库和教学脚本模板，提高 AI 内容生成的专业性

和适配性。例如，绍兴市构建 AI 临床辅助决策支持平台为

突破口，打造全民健康数智服务新体系[6]。此外，鼓励行业

企业校企共建 AI 模型，引入真实工作数据和行业话术，提

升生成内容与岗位契合度，真正实现与课程目标的高质量对

接，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助推器而非负担。

4 结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逐步成为推

动职业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不仅拓展了教学资源生成方式，

也重塑了教学内容、教学评价与教学管理等多个核心环节。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中，实现从“可

用”、到“能用”“好用”的转化，必须把握三个关键：一是

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破解系统匹配的运用门槛；二是加

强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力，解决 AI 工具使用不

当的能力差距；三是推动内容与课程深度契合，突破专业限

制的融合困境。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成为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仍需教育者在技术浪潮中主动参

与、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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