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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异化与教育本真的博弈：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批判性重构

周 飞　杨俊峰　范兴俊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0

摘　要：数字化转型为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衍生出技术异化与教育本质偏离的实践隐忧。本研究以工

程造价专业为切入点，基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三年教学改革实践，揭示数字化转型中“重技术工具、轻育人逻辑”的结构

性矛盾，提出“技术 - 教育 - 人本”三位一体的纠偏路径，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批判性反思框架，强调技术赋能

需以工匠精神培育为根本导向，对破解“数字化陷阱”具有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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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高职院校普遍通过建设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等硬件设施推进数字化转型。然而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的实践数据显示：企业反馈现场问题解决能力

合格率降低 18.7%。这一矛盾凸显了“技术赋能”与“育人

实效”的张力，亟需从批判性视角审视数字化转型的深层逻辑。

1.1 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路径与资源建设，

如刘德建提出“人工智能 + 专业”的复合型技能培养框架 [1]，

李培兴（2024）强调课程内容结构化与评价精准化 [2]。然而

针对工科专业教学异化风险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基

于乐山职院 4 年改革成效，试图回答：数字化转型如何平衡

技术工具理性与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的本质诉求？

1.2 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构建“技术适配度 - 教学重构 -

评价纠偏”三维分析模型。创新性体现在：1、实践批判视角：

通过 BIM 技术过度使用导致技能退化的实证数据，揭示“数字

黑箱”对工程思维培养的负面影响；2、路径重构逻辑：提出“虚

实共生”教学模式（虚拟实训≤ 30%+ 真实项目 70%），建

立数字素养梯度培养机制；3、评价体系突破：引入企业参与

的多维评价指标（权重≥ 40%），强化非认知能力评估。

2. 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困境分析

2.1 技术应用的“异化风险”：工具理性对教育本质的

侵蚀

2.1.1 虚拟技术过度依赖导致传统技能退化

乐山职院工程造价专业 2021-2024 年数据显示：虚拟

仿真软件（如广联达 BIM）在实训课中使用率从 65% 跃升

至 92%，但同期学生工程识图能力考核通过率从 84.5% 下

降至 60.9%。课堂观察发现，学生普遍存在“虚拟依赖症”——

在虚拟环境中可快速完成建模，但面对纸质图纸时，42.7%

的学生无法正确标注构造节点（见图 1）。

图 1 虚拟技术使用率与学生传统技能变化趋势

2.1.2 技术工具与教学目标的错位适配

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课程中，虚拟仿真技术被用

于“钢筋绑扎工艺”教学，但 78.6% 的学生反馈“视觉震

撼但细节模糊”，仅 11.3% 能准确复现操作步骤导致“学

用脱节”。

2.2 师生角色的适应性冲突：数字化浪潮下的主体性危机

2.2.1 教师层面的“技术依赖”与能力断层

调查显示：78.5% 的教师认为“数字化工具增加了备课

负担”（平均每周增加 4.2 小时），但仅 36.8% 能自主开发

数字资源。在 BIM 教学中，62.4% 的教师直接使用厂商预

制模型，缺乏对工程案例的深度重构。关键矛盾：技术使用

门槛降低反而导致教学设计能力弱化。

2.2.2 学生数字化学习倦怠与认知超载

对 320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62.3% 认为“数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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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挤压技能训练时间”（如每周需完成 3 个 BIM 建模作

业 +2 个 VR 实训任务），导致核心课程成绩标准差从 12.5

扩大至 18.7。质性分析显示，学生出现“界面跳转焦虑”（频

繁切换 5-8 个操作界面）和“碎片化学习”（平均单任务

专注时长≤ 8 分钟）。

2.3 实践教学的“去情境化”隐忧：从工匠精神到数字

表演

2.3.1 虚拟实训对真实工程思维的削弱

用人单位数据显示：使用 BIM 建模的学生在“工程量

清单编制”任务中准确率达 91.2%，但在真实工地解决“实

际问题”时，仅 54.6% 能提出可行方案（对照组传统教学

学生为 72.8%）（见图 2）。

图 2 企业对学生能力评价的对比分析（数字化组 vs. 传统组）

2.3.2 VR/AR 技术中的“沉浸式孤岛”效应

在“建筑施工安全实训”中，VR 技术使事故模拟真实

度提升至 90%，但学生安全决策能力反而下降：87.4% 选择

“立即逃离现场”（系统预设最优解），而真实场景中应优

先“切断电源 + 上报监理”的仅占 29.1%。技术创造的“安

全环境”反而弱化了风险研判意识。

2.4 资源分配与评价体系的失衡：数字化改革的制度性

障碍

2.4.1 硬件投入与课程资源的“剪刀差”

从乐山职院 2020-2023 年实训室建设专项经费支出情

况来看，虚拟仿真实训室日均使用率不足 40%，因“缺乏

配套案例库”（67.8% 教师反馈）和“软件更新滞后”（软

件版本落后行业标准 2 代）。

2.4.2 评价体系的“数据崇拜”与能力窄化

现行数字化评价指标中，85% 权重集中于“软件操作

速度”“模型完整度”等技术维度，典型案例：某学生在工

程造价数字化竞赛中获二等奖，但因“沟通能力差”被企业

实习项目淘汰，反映出评价导向与职业需求的割裂。

3. 反思与重构：数字化转型的理性回归路径

3.1 理念纠偏：构建“技术 - 教育 - 人本”三位一体框架

3.1.1 技术适配度评估模型

基于工程造价专业核心能力矩阵，建立五维适配度评

估指标体系（见图 3）[4]：

图 3 五维适配度评估指标

①技术必要性（权重 30%）：如 BIM 技术对工程量

计算的不可替代性；②技能互补性（权重 25%）：虚拟实

训与传统训练的协同效应；③教学适切性（权重 20%）：

技术复杂度与师生能力的匹配度；④成本效益比（权重

15%）：投入产出分析（如 VR 设备单课时成本 vs 能力提升率）；

⑤伦理风险性（权重 10%）：技术对工匠精神的潜在消解 [5]。

3.1.2 应用案例

乐山职院通过该模型重新规划技术投入优先级，将 BIM

技术资源占比从 45% 提升至 60%，VR 技术从 30% 压缩至

15%，使核心技能达标率提升 21.4%。

3.2 师生协同发展：破解数字化适应性断层

3.2.1 教师数字素养梯度培养机制

设计“三阶工作坊”提升路径：①基础层（1 个月）：

工具操作培训（如 BIM 软件基础命令流）；②进阶层（3 个月）：

教学重构能力（将行业案例转化为数字化教案）；③创新层

（持续）：技术批判能力（辨析技术应用的边界与风险）。

3.2.2 学生“数字化 - 传统技能”融合训练模块

实施“3:7 黄金比例”训练方案：①数字化技能（30%）：

BIM 建模、VR 安全模拟等；②传统技能（70%）：手工算量、

图纸会审、工地勘测。

3.3 实践教学重构：从“虚实割裂”到“共生共融”[3]

3.3.1 “双轨制”实训体系设计

（1）虚拟仿真实训（≤ 30% 课时）：聚焦高风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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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作业）、高成本（如大型机械操作）场景；采用“任务

驱动 + 即时反馈”模式（如 BIM 建模错误自动标注）。

（2）真实项目实训（≥ 70% 课时）：校企共建“工地

课堂”；实施“师徒制 + 数字化日志”双记录（每生需完

成 200 小时现场实践）。成效：学生现场问题解决能力合格

率从 54.6% 回升至 82.1%，企业满意度达 91.5%。

3.3.2 工程思维培养的“反数字化”策略

（1）强制脱敏训练：在《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

中设置“无软件周”，要求学生仅凭手工计算完成工程量清单；

（2）动态问题生成：利用 AI 随机扰动 BIM 模型参数（如

变更材料规格、突发管线冲突），训练应变能力。

3.4 评价体系重构：从“数据崇拜”到“多元共生”

3.4.1 “过程 - 能力 - 价值”三维评价模型

①过程维度（40%）：数字档案袋记录学习轨迹（如建

模迭代版本、工地勘测日志）；②能力维度（40%）：企业

参与制定能力量表（如“复杂工程问题解决力”分 5 级评价）；

③价值维度（20%）：工匠精神指标（如精益求精态度、团

队协作意识）。

3.4.2 企业深度参与的评价机制

①双导师评分：企业导师与校内教师分别从实践应用

（权重 60%）与理论规范（权重 40%）评分；②、动态反馈：

每学期召开校企评价校准会，更新 10%-15% 的考核指标（如

新增“绿色建造技术应用”项）。③数据支撑：2024 届毕

业生中，参与企业评价的学生岗位适配度提升 34.2%，离职

率下降至 8.7%（传统评价组为 21.3%）。

4. 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结论

4.1.1 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悖论

研究证实，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的数字化改革存在

显著的“技术增效 - 能力衰减”悖论：虚拟仿真技术虽提

升教学效率（如 BIM 建模速度提高 35.2%），却导致传统

工程技能退化（识图能力下降 23.6%）与工程思维窄化（动

态问题解决合格率降低 18.7%）。

4.1.2 理性回归路径的有效性验证

通过乐山职院三轮教学周期（2021-2024）的实证检验，

提出的“技术 - 教育 - 人本”框架显著。

4.1.3 改善改革成效：

技能融合：“BIM+ 手工算量”对比教学使核心技能达

标率从 60.9% 提升至 89.2%；主体激活：教师自主研发数字

化教案比例从 12.4% 增至 57.8%，学生数字学习倦怠率下降

41.5%；评价纠偏：企业参与评价后，毕业生岗位适配度提

高 34.2%，印证了多元评价体系的实践价值。

4.2 研究局限

（1）样本覆盖局限：研究数据主要源于西部地方高职

院校，未充分纳入东部发达地区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对比

案例，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2）时间跨度不足：仅追

踪 4 年改革周期，难以观测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效应（如技术

迭代对技能需求的颠覆性影响）。

4.3 未来展望

4.3.1 研究维度扩展

跨区域比较研究：对比东中西部高职院校数字化改革

的路径差异，提炼适配不同经济生态的转型模式；纵向追踪

设计：延长研究周期至 5-10 年，揭示代际技术变迁（如生

成式 AI）对工程造价能力体系的重塑机制。

4.3.2 技术融合深化

人机协同教学：探索 ChatGPT、DeepSeek 等生成式 AI 在

个性化学习中的角色边界，构建“教师 -AI- 学生”三元互

动模型；元宇宙实训场景：研究混合现实（MR）技术在跨地

域协同实训中的应用潜力，破解西部院校资源获取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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