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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的 动 态 平 衡 ， 围 绕 “ 产 业 链 、 创 新 链 ” 部 署 “ 教 育

链 、 人 才 链 ” ， 围 绕 “ 教 育 链 、 人 才 链 ” 布 局 “ 产 业

链、创新链”，加速推进交通教育领域“四链”融合发

展，重塑交通教育教学的新生态。

（四）打造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下，打造数字技术为核心的

交通教育教学模式，推动教学空间、模式和评价进行创

新，形成跨时空互动教学和“元宇宙”仿真教学等多种

教学模式，支持教师和学生突破时空限制，开展差异化

教学和个性化学习。此外，建设虚拟现实环境下的实训

中心与开放式教学实践基地。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数字化

教学平台和实践基地，实现“政-产-学-研”一体化教

学，构建“专业技能-综合应用-创新实践”逐层递进的

实践体系，使“班级”从教室转移到实训基地，使“学

习”从书本知识转移到企业生产内容，打造“现场”实

践教学班，扩大专业的社会服务范围。通过挖掘全过程

数据，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的教学改进等提供基于

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进而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15]

（五）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建立交通

教育现代化智能教学评价体系，促使交通教育教学评价

模式进行创新，实现决策科学化和反馈及时化。坚持多

元主体协同参与教学评价，及时获得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为教学改革提供支撑，从而提升教学评价质量。

建立学生信息化档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天然优势，

实现基于学生学情数据的全过程动态评价。利用无痕式

数据采集技术，全方位采集教育教学数据，识别学生学

习过程的真实状况，对学生的课程数据和成绩数据进行

科学评价并进行原因分析，针对下一阶段的学习计划提

出整改建议，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保障。

结　语

技术赋能教育，教育塑造未来，新型信息通信技术

的发展，加速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交通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契

机，为新时代培养交通创新人才奠定了基础。教育数字化

转型助力交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交通强国

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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