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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围绕青柴院学前教育专业信息技术课程中高职衔接这一核心，梳理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

课程衔接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全面对比中高职《信息技术》课程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及学时安排上的差异，结

合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能力水平，提出课程改革策略。确立了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构建原则，构建起由信息检索

模块、文档处理模块、电子表格处理模块和制作演示文稿模块组成的课程体系，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开发高职公

共《信息技术》活页式教材。最终实现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有效衔接，进而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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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n the reform of publ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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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 Qaidam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ixi, Qinghai 

【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Qingchai College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sor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connec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between the two levels. By comprehensivel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lass hour arrangeme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and combining with students' ability 
levels at different learning stages, this study proposes curriculum reform strategies. It establishes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in 
line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rules, constructs a curriculum system composed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document processing, 
spreadsheet processing, and presentation-making modules, and develops a loose-leaf textbook for publ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practical issues. Finally, it achieves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by improving students' operation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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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

而构建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又是实现中高职教育衔接

的关键点和突破口[1]。当前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

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课程内容存在重复现象，

中职阶段学过的基础内容在高职阶段又再次学习，造

成教学资源浪费，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课

程难度梯度设置不合理，中职与高职课程之间缺乏有

效的过渡，导致学生在从中职升入高职后，面对难度陡

然增加的课程内容难以适应，影响后续学习效果。《信

息技术》课程改革有助于打破中高职教育之间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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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效衔接。通过

分析课程标准和培养方案，修改完善课程设置，避免中

高职课程内容的重复，使学生在中高职阶段能够系统

地学习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逐步提升专业能力，为学

生的升学和职业发展搭建畅通的桥梁。 
1.2 青柴院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衔接中存

在的问题梳理 
1.2.1 课程内容重复与断层 
中高职《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存在大量重复现象，

同时，课程内容在知识深度和广度的递进上存在断层，

中职阶段侧重于基础操作技能的训练，而高职阶段直

接过渡到复杂的编程开发、系统维护等内容，中间缺乏

过渡性知识和技能的衔接，导致学生难以适应高职课

程的学习节奏和难度要求，知识体系无法连贯构建。 
1.2.2 教学案例与学生专业脱节 
当前中高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案例多为通用型

案例，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不紧密。无论是中职还是高

职，在讲解信息技术知识时，使用的案例大多局限于日

常办公场景，如制作普通的文字文档、简单的数据表格

等，没有针对不同专业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这使得学

生难以将信息技术知识应用到实际专业学习和未来职

业中，降低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1.2.3 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中高职《信息技术》课程在理论与实践课程比例设

置上不合理。中职阶段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

实践课程占比相对较低，学生缺乏足够的实践操作机

会，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而高职阶段虽然

增加了实践课程的比例，但部分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

缺乏有机结合，导致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无法深入理解

理论知识，实践效果不佳。 
1.2.4 缺乏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目前中高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主要关注学生知

识和技能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在课

程教学中，很少融入职业规范、团队协作、创新意识、

责任意识等职业素养教育内容。这使得学生在毕业后

难以快速适应职场环境，无法满足企业对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 
2 青柴院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衔接改革策

略 
2.1 构建青柴院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衔接课程

体系 
2.1.1 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衔接课程体系建设

现状分析 

表 1  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培养目标对比 

培
养
目
标 

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理解信息技术、信息社会等概念和信息社会特征与规

范，掌握图文编辑、数据处理等相关知识与技能，综合

应用信息技术解决生产、生活和学习情境中各种问题；

在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究能

力，不断强化认知、合作、创新能力，为职业能力的提

升奠定基础。 

了解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理解信息社会特征并遵循信息社

会规范；使学生掌握常用的工具软件和信息化办公技术，具备支撑

专业学习的能力；使学生拥有团队意识和职业精神，具备独立思考

和主动探究能力，为学生职业能力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表 2  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对比 

课
程
设
置
及
学
时
安
排 

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内容 学时 总学时 内容 学时 总学时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16 

108 

文档处理 20 

72 

网络应用 16 电子表格处理 18 

图文编辑 20 演示文稿制作 16 

数据处理 18 
信息检索 6 

程序设计入门 12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16 新一代信息技术概述 6 

信息安全基础 6 
信息素养与社会责任 6 

人工智能初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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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培养目标，如上表

1 
教育的目的决定了培养的目标，相比于一般的培

养目标，教育目的可以被看作一个国家教育的起点和

终点，也是对受教育者质量规格的总体要求，一种具有

方向性的最高目标和总体目标[2]。人才培养要顺应地方

企业职业岗位的要求，实现职业岗位技能与课程教学

无缝对接，这样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3]。 
（2）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及学时安

排，如上表 2 
（3）本章小结 
通过对中高职《信息技术》课程的对比分析发现，

中职阶段培养目标聚焦于让学生掌握基础信息技术操

作技能，具备初步信息处理能力；高职阶段则要求学生

在掌握基础技能的同时，能够灵活运用信息技术解决

复杂问题，具备一定的项目实践能力。课程内容上，中

职侧重基础操作的学习，而高职更偏向专业技术与综

合应用。在学时安排方面，中职课程学时较多，注重基

础夯实，高职则比中职少，注重深化知识技能学习。 
2.1.2 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体系的构建原

则 
（1）学生主体原则 
在公共《信息技术》课程体系构建中，始终将学生

置于核心地位。从课程目标设定开始，充分考量学生在

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与数字化

生存能力为核心，确保教学目标贴合学生实际，以学生

的实际需求与发展为核心构建课程体系。充分了解学

生入学时的信息技术基础水平，依据不同基础层次设

计差异化教学内容，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自身基础上

实现有效提升。关注学生个体兴趣与专业差异，将学生

感兴趣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以及与专业相关的技术内

容融入课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内容递进原则 
课程内容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递进逻辑进

行设计。在基础模块，面向全体中高职学生，设置计算

机系统基础、操作系统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

软件、演示文稿软件等基础课程，从计算机硬件认知、

基础软件的简单操作入手，逐步深入到复杂的文档排

版、数据处理与分析，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信息技术基础。

进入拓展模块，基于中高职学生认知水平与未来发展

需求的差异，提供分层拓展内容。通过循序渐进的内容

安排，使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逐步提升，实现从基础应

用到综合创新的跨越，满足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需求

和职业发展规划。 
（3）注重实践原则 
公共《信息技术》课程体系将实践教学贯穿始终。

在课程内容架构中，将实践教学贯穿课程体系始终，强

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合理规划实践教学课时，确保实

践课时占比不低于总课时的 50%，为学生提供充足的

实践机会。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引入企业真实操作案例，

使学生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实现课程与职业

岗位的有效衔接。 
2.1.3 青柴院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衔接体

系 
合理的课程体系既要体现学科的内在关系，又要

适合学生现实的需要。也就是，既不能只考虑学生的兴

趣爱好，而忽视了内容的整体性；既不能仅考虑学科的

系统性，而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4]。本研究将公共《信

息技术》课程衔接体系分为四个模块：信息检索模块、

文档处理模块、电子表格处理模块和制作演示文稿模

块。 
（1）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是一种通过在大规模文本数据集合中查

找信息并返回相关文档的技术[5]。本模块包含信息检索

基础知识、搜索引擎使用技巧、专用平台信息检索等内

容。 
（2）文档处理 
文档处理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

的方方面面。本模块包含文档的基本编辑、图片的插入

和编辑、表格的插入和编辑、样式与模板的创建和使用、

多人协同编辑文档等内容。 
（3）电子表格处理 
电子表格处理在数据分析和处理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广泛应用于财务、管理、统计、金融等领域。本

模块包含工作表和工作簿操作、公式和函数的使用、图

表分析展示数据、数据处理等内容。 
（4）演示文稿制作 
本模块包含演示文稿制作、动画设计、母版制作和

使用、演示文稿放映和导出等内容。借助演示文稿制作

工具，学生可快速制作出图文并茂、富有感染力的演示

文稿，并且可通过图片、视频和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展现

复杂的内容，从而使表达的内容更容易理解。 
通过对上述各模块知识的筛选确定后，构建了体

育教育专业本科体育信息技术课程体系。其组织结构

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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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柴院中高职公共《信息技术》课程衔接体系 

2.2 开发青柴院高职公共《信息技术》活页教材 
2.2.1 青柴院高职公共《信息技术》活页教材编写

逻辑 
从字面意义理解，“活页式教材”是指采用活页装

订方式的教材，即本册不装订，能够随意分合，教材内

容灵活可以撤换的教材形式[6]。教材可以统合教学内容，

是中高职教学衔接的关键[7]。活页式教材被视为推进职

业教育改革，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教学

资源[8]。《信息技术》活页式教材以其灵活性、更新便

捷性等优势，成为本项目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信息技

术领域知识更新迅速，活页式教材便于及时替换或补

充新的内容。同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需

求，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新组合和整理，方便个性化学习。

通过编写贴合专业岗位的教学案例融入活页式教材，

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信息技术在其专业领域内的应用，

找更加贴近他们就业需求的内容进行练习，从而更直

观地接触行业实际，提高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 
在高职《信息技术》活页式教材的编写设计中除了

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之外，还应重视教材知识体系的

完整性[9]。本项目活页式教材以构建系统化的知识理论

体系为主线，将开发学习任务达成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和素养目标作为显性逻辑。挖掘贴合专业岗位的教学

案例融入活页教材，让学生更直观地接触行业实际，提

高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将拓展学生的视野，增进学生

对岗位的了解，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作为隐性逻辑。 
3 研究结论 
截至目前，《信息技术》课程改革已初见成效，得

出以下结论：首先，学校重视是实现中高职课程衔接的

首要基础；其次人才培养方案是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关

键，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成败；最后，模块化的课程

内容是课程衔接的内在要求，构建贴合学生专业的模

块化课程体系，才能有效实现中高职课程知识体系的

衔接以及职业素养的贯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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