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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本位教育：内涵、价值、发展与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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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经济驱动的工业 4.0对创新人才培养提出要求袁面对数字时代技能的内涵拓展与升级袁知识本位教育

存在的重知识轻技能的认识论偏差与实践偏移袁以及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袁使得技能本位教育及研究的价值

凸显遥 文章在界定技能本位教育内涵的基础上袁分析了其在应对人工智能对教育挑战尧响应经济和教育创新尧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价值袁梳理了孕育尧萌芽尧创生三个阶段的思想与实践发展袁并从目标尧关键尧方式尧工具尧条件五个维

度提出知识要技能要态度价值观野铁三角冶教育并举尧人机协同技能提升尧数字学习范式创新尧工具赋能认知技能尧学习

空间数字转型的行动策略建议袁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创新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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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工业 4.0时代袁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正
在改变着工作岗位及其能力需求袁 人机协作的社会
职业将成为主流遥 然而袁当前的教育系统多专注于知
识的学习袁且常常通过死记硬背尧大量做题而掌握知
识袁 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发展和对未来社会的适应
性遥 同时袁当前的人工智能渊AI冤通过机器深度学习已
能够存储尧识别尧记忆大量知识袁甚至生成通用文本
知识袁如 ChatGPT袁从而引起人们对教育价值和内容
的深刻反思遥

2020年袁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白皮书 叶未来的学
校要要要为工业 4.0定义新的教育模式曳袁提出了以学习
内容和经验的转变为核心的教育 4.0全球框架袁 指出
教育模式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袁 使儿童具备创造一个
更具包容性尧凝聚力和生产力世界的技能[1]遥 教育 4.0
面向未来社会需求袁 革新学习内容以凸显技能教育优

先袁利用新技术以创建新的学习生态袁发展在人机混合
世界里使人更具尊严的技能遥由此袁技能本位教育逐渐
兴起袁成为当前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热点问题之一遥

二尧技能本位教育的内涵

技能本位教育秉承野技能第一袁知识第二冶的教育
理念袁旨在面向未来职业岗位的能力需求袁采取以技
能为本的教育教学模式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遥

渊一冤数字时代技能的重新定义
从内涵界定来看袁数字时代的技能已超越传统理

解的动作技能袁指的是激活所有已知的概念尧知识尧方
法尧技术尧过程和特殊信息袁将其付诸实践袁以完成特
定任务或职责的能力与素养遥

从技能结构来看袁 面向未来的职业岗位需求袁除
了传统软硬技能需不断更新迭代外袁学习者还需具有
适应智能化尧数字化新业态的新技术技能袁如数字技
能尧人机协同技能等遥 数字技能是指学习者拥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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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尧能力和积极的态度遥例如袁欧洲
公民数字技能框架列举了五方面的数字技能院对信息
和数据的基本理解曰沟通与合作曰数字内容的创新和
创造曰数字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曰问题解决能力[2]遥 人机
协同技能是学会充分利用人和机器的优势院前者的优
势是领导力尧团队合作尧创造力和社交技能袁而后者的
优势是速度尧精度尧可伸缩性和量化能力[3]袁使两者融
合袁交互共赢袁形成新的生产力遥

渊二冤知识本位教育的实然问题
当下全球的许多教育系统仍然严重依赖且专注

于直接教学和记忆的被动知识学习形式袁有的甚至将
知识作为教育的全部内容袁 究其本质是知识本位教
育遥 从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尧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
目标来看袁知识本位教育存在着从认识尧实践到成效
的系统性偏差袁具体表现如下院

1援 认识论偏差院重知识轻技能
长期以来袁人们对知识和技能的认识存在不同遥传

统的哲学家们多致力于理解和定义知识袁 对知识的本
体论尧认识论尧实践论的研究颇多袁而技能的话题却被
边缘化了遥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袁知识尧文化被认为
是形而上的道袁倍受推崇袁而技能尧技术被赋予形而下
的蕴含袁认为难登大雅之堂遥这就使得在讨论教育问题
时袁从认识论上就存在着重知识轻技能的偏差遥

2援 实践偏移院知识本位教育
知识本位是进行知识选择时的一种价值取向遥知

识被当作教育的主要目的缘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

兴起袁培根提出野知识就是力量冶袁夸美纽斯的野泛智冶
教育思想以及传授分科知识理论袁更是促进了知识本
位观点的形成遥理念上的知识本位必然带来实践层面
上将知识作为教育的主要或唯一目的知识本位教育遥
一直以来袁中国教育实践中知识本位教育占据着主宰
地位袁且难以撼动袁正如陈佑清所说袁野中国教育在价
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知识本位倾向袁教育的知识本位
倾向已成为我国教育的耶背景色调爷冶[4]遥我国著名德育
专家鲁洁认为野把知识作为第一性的尧自成目的的东
西袁这是知识的一种僭越冶[5]遥当教育野以知识为本冶袁以
传授知识为目的时袁无疑是放大了知识教育或智育袁
放大了教科书上成体系的学科知识袁 而忽视了教育
的整体性袁忽视了教育根本上是以人尧以学习者的发
展为目的袁忽视了学习者在智育以外的情感尧态度尧心
理尧动作技能尧表达能力尧创新能力等的全面发展遥

3援 能力短板院创新能力不足
随着近代以来知识本位教育的长期深入实践袁造

成了重知识轻价值尧轻能力袁重灌输轻探索尧轻研究袁重

占有轻选择尧轻创新的问题遥 教师成为科学知识尧书本
知识的野教书匠冶袁甚至离开了教材尧教学参考书就不会
教学曰 教学活动沦为对学生进行知识训练的程序化工
具袁对事实性尧原理性知识的量化测试成为评价学生知
识掌握的主要方式曰学生被塑造尧被加工尧被训练成擅
长记忆尧应付考试的利己主义者袁其完整的德性人格尧
对人与外界关系的认知尧批判性思维尧解决问题能力尧
创新创造能力严重缺乏袁所以有了野钱学森之问冶遥

三尧 技能本位教育的价值

数字时代袁知识的价值仍不容忽视袁我们需要改
变的是教育的理念和获取知识的方法袁这就要求我们
反思尧扬弃尧超越野知识本位冶的教育观袁割弃其流弊和
局限性袁继承其合理性袁超越其狭隘性袁确立智能时代
的技能本位教育观遥

渊一冤应对 AI对教育的挑战
在信息尧知识匮乏的时代袁教育的目标就是实现

学习者对尽可能多的已有知识的占有遥 当信息科技尧
人工智能席卷世界时袁海量的信息尧知识呈现在人们
面前袁对知识的大量占有已无必要袁也无可能遥特别是
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袁早已不是早期学术驱动的以
数理逻辑尧仿生学尧控制论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袁而是应
用驱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袁有了大数据尧深度学习算
法尧超强算力加持袁人机系统尧自主智能系统尧群体智
能尧跨媒体等方面发展突飞猛进遥以 ChatGPT为例袁作
为一种通用文本生成技术袁其文本数据训练使用了约
45TB的数据袁截至 2021年的海量知识全部纳入其知
识库袁其最大的优势尧特长就是机器的深度学习袁其学
习过程是对已有的海量知识进行识别尧记忆尧积累袁甚
至整合生成新的知识遥

面对知识学习如此强大的人工智能袁知识本位教
育中采用死记硬背已有知识尧大量做题训练知识掌握
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袁其价值堪忧遥 技能本位教育因其
面向未来社会的岗位需求袁构建技能教育尧知识教育尧
态度教育互动协同发展的教育新生态袁将知识教育作
为技能培养的基础袁聚焦培养智能时代所需的基础性
学习技能尧以思维技能为核心的认知技能尧以共同体
治理为核心的社交与行为技能尧以设计创造为核心的
技术技能袁以及数字技能尧人机协同技能等新技能袁可
以有效地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给教育带来的挑战遥

渊二冤响应经济和教育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院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尧人才

是第一资源尧创新是第一动力冶袁这深刻说明了新时
代的中国袁对于科技创新尧创新体系尧创新生态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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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需求袁需求实现的关键是创新人才袁而野创新人才
的教育仅仅靠知识积累是不够的袁 教育必须超越知
识冶[6]遥然而袁当前全球的许多教育系统仍是知识本位
教育遥 创新驱动型经济中所需的批判性尧个性化尧创
新型思维及其教育方法没得到重视袁这限制了学生获
得适应未来社会所需技能的机会袁也给全球生产力发
展带来风险遥

美国 21世纪技能联盟提出的 野21世纪学习框
架冶将学习与创新技能列为 21世纪的三类必备技能之
一曰世界经济论坛的野全球教育 4.0框架冶指出袁学生须
准备好既成为未来经济的有效贡献者袁 还要成为未来
社会的负责尧积极的公民袁这需要面向未来转变学习内
容和学习体验袁 而转变的学习内容中将创新创造技能
作为四项关键技能之一曰无论是学习与创新技能袁还是
创新创造技能袁 其目标都是培养学习者具备适应未来
经济发展需求的创新人才袁体现的是技能优先培养遥

渊三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生存与发展需处理好与自身尧与他人尧与外

部世界的三种关系袁对应于数字经济时代所需的职业
岗位技能类型可分成三类院认知技能尧社交和行为技
能尧技术技能[7]遥 三类技能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尧技能和
态度袁被认为是构成事业成功的三个最重要因素[8]袁知
识决定职业袁技能决定潜力袁而态度决定效率遥

图 1 技能教育服务于综合能力发展关系图[9]

技能教育服务于学生综合能力发展袁是培养学生
未来岗位适应性的基础遥 如图 1所示袁个人品性是学
习的基础袁通过学习经验发展技能尧能力尧知识袁三者
相互作用形成综合能力袁 在完成任务中展示应用能
力遥 技能本位教育的理念强调更是人的全面发展袁从
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袁则是构建知识教育尧技能教育尧态
度价值观教育之间的相互支撑尧相互促进的野铁三角冶
关系袁可以实现对知识本位教育的纠偏袁有效地解决
知识教育尧技能教育尧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失衡问题袁从
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遥

四尧 技能本位教育的发展历程

技能本位教育的发展可大致分成三个阶段院孕育
阶段要要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尧荀子到近代教育家
陶行知袁 其教育理论中都蕴含着技能本位教育思想曰
系统的研究与实践则出现在萌芽阶段 渊21世纪之交
至 10 年代冤尧创生阶段渊21世纪 20年代冤袁这一过程
中的重大事件和理论如图 2所示遥

渊一冤孕育院传统文化中的技能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智慧中孕育着技能本位思想袁从儒

家学派的思想家尧教育家孔子的学习观尧荀子朴素的
知行观袁到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
教育袁都是技能本位教育的思想源泉遥

1. 儒家学派的技能本位意蕴
孔子曰院野学而时习之袁不亦说乎遥 冶从词源上来

看袁野学冶的内容广泛袁既有知识的学习袁也有动作尧情
感的学习曰野习冶袁叶说文解字曳中解释为野数飞也冶袁是练
习尧实习尧实践的意思遥 孔子认为院学习的内容需要在
适当的时间进行练习袁付诸实践袁才能解开疑惑袁开心
快乐袁这表明了学习中实践和技能的重要性遥

战国末期的荀子基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思想袁
建立了立足经验的认识两段论袁同时提出了野学至于
行之而止冶的知行观遥 荀子认为袁教育尧学习的落脚点
在于野行冶袁行既是野知冶的来源袁也是野知冶的目的袁所
以袁叶荀子窑儒效曳 中说院野不闻不若闻之袁 闻之不若见
之袁见之不若知之袁知之不若行之袁学至于行而止矣遥
行之袁明也遥 冶在荀子看来袁学习的方式有多种院听尧看尧
知尧行袁然而袁唯有行动尧唯有实践才是学习的最终之
道袁只有通过行动尧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学有所成袁从而
明事理袁达天下遥行动和实践有着显著的技能特征袁荀
子的野学至于行而止矣冶内含着技能本位的教育意蕴遥

2. 陶行知的技能本位教育实践
20世纪初袁 中国的教育思想家以陶行知先生为

典型代表遥 他提出院教育是依据生活袁为了生活的野生
活教育冶袁 要培养有行动能力尧 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
人遥 先生的名句野行动是老子袁知识是儿子袁创造是孙
子冶袁深刻地揭示出行动尧知识尧创造的继承关系袁先行
后知再创是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袁也是他在
晓庄开展教育的实践逻辑遥 在教育目标上袁先生提出
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袁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冶袁真人尧真理
是学和教的目标袁但需在做上达成袁强调的还是技能
本位遥在教育实践时袁先生认为袁野手和脑在一块儿干袁
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曰手脑双全袁是创造教育的目的冶袁
在教学方式上要野以教人者教己袁在劳力上劳心冶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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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途径上野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尧双手尧脚尧空间尧时
间袁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袁从自由的生活中得
到真正的教育冶袁手脑并用尧劳力劳心尧解放孩子袁其核
心思想还是做袁是技能本位教育实践遥

渊二冤萌芽院21世纪教育的技能本位理念
面对信息和知识爆炸的 21世纪袁把所有的知识教

给学生是不可能的袁教育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遥 所以袁
知识本位教育已不能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袁 对技
能尧能力的关注和研究袁成为解决问题之道遥随着野四大
教育支柱冶野八大关键能力冶野21世纪学习框架冶等能力
要求的提出袁技能本位的教育理念逐渐萌芽尧生发遥

1. UNESCO的 21世纪教育野四大支柱冶
20世纪末袁 UNESCO成立国际 21世纪教育委员

会袁 开展面向 21世纪的全球教育与学习问题研究袁发
表报告叶教育要要要财富蕴藏其中曳遥 报告将终身教育视
为进入 21世纪的钥匙袁 作为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袁要
求社会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袁采用野学习要工作要
学习冶多维交互的教育模式袁将学习贯穿一生遥 报告提
出 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院学会认知尧学会做事尧学会
共处尧学会生存袁对当前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遥
认知尧做事尧共处尧生存袁都是动词作宾语袁体现的

是不同的学习技能和学习过程遥 学会认知袁与获取知
识有关袁强调的是掌握认知的方法和技能袁不是知识
本身曰学会做事袁是通过实践去培养工作的能力袁包括
动手能力尧解决问题能力尧创造能力等曰学会共处袁在
信息科技发达的当前社会显得弥足珍贵袁培养的是同
理心尧共情尧团结尧协作的能力曰学会生存袁指的是学会
适应社会变化发展所需的应变能力袁 实质是学会做
人袁负责任地对待自己尧对待他人尧对待社会袁强调的
是做人能力的培养遥 野四个学会冶 说明能力比知识重
要袁过程比结果重要袁凸显了技能本位教育的理念袁呈
现出教育理念从知识本位向技能本位的转向遥

2. 21世纪之初对关键技能的研究
21世纪之初袁 对于未来生存所需能力的研究成

为热点遥 2005年袁OECD确定了未来学生需要具备的
四大关键能力院认知能力尧个人能力尧社会能力和精神
独立能力袁 认知能力是所有需要发展能力的中心[11]曰
2006年袁欧盟发布叶终身学习核心素养院欧洲参考框
架曳袁以核心素养取代传统以读尧写尧算为核心的能力袁
提出终身学习的八大关键能力袁 包括母语和外语交
流尧数学能力和科学技术基本能力尧学会学习尧社会和
公民能力尧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尧文化意识和表达能
力等[12]遥 2009年袁美国 21世纪技能联盟发布报告叶21
世纪学习框架曳[13]袁认为 21世纪的技能是学生在信息
时代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技能袁分成学习与创新技
能袁信息尧媒体和技术技能尧生活和职业技能三类 [14]袁
其中袁学习与创新技能包括 4Cs袁即批判性思维和解
决问题能力尧创造力和创新尧协作及合作曰信息尧媒体
和技术技能包括信息素养尧媒介素养尧ICT渊信息尧通信
和技术冤素养曰生活和职业技能包括灵活适应性技能尧
领导力尧主动技能尧产出性技能尧社交技能遥 三类技能
都鲜明地体现了技能本位教育的要求遥

渊三冤创生院技能本位教育的当代实践
工业 4.0时代的新兴经济体需要拥有不同类型技

能的劳动力袁推动了野技能是劳动力市场的货币冶的战
略袁一些知名智库提出院教育体系应该进行改革袁使其
以技能为中心[15]遥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叶未来就业报告
2020曳显示院未来对批判思维和分析尧解决问题等技能袁
以及主动学习尧韧性尧抗压能力和灵活性等自我管理技
能日益突显其重要性袁分析思维与创新尧主动学习和学
习策略尧复杂问题解决等被列为最需要的 15项技能[16]遥
快速的技术变革尧产业的升级转型尧疫情后的业态变化
使得提高员工技能和应对未来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袁技能本位的教育改革成为必然趋势遥
野斯坦福大学 2025计划冶首创打破四年学制的开环

大学袁提出野技能第一袁知识第二冶袁以技能发展作为目
标袁按能力标准划分学院袁以能力教学中心为平台袁项目
牵引能力培养袁开启了高校技能本位教育的有益探索[17]遥

图 2 技能本位教育发展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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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袁 国际慕课平台 Coursera设置 野Specializations冶
项目渊微专业冤尧Udacity设置野Nanodegrees冶项目渊纳米学
位冤都是服务于业界需要袁针对特定领域专业技能而开
设的系列课程袁通常需要 6~12个月业余时间学习袁完
成后获得相应的微专业式学位的证书遥 近年来袁国内
一些高校陆续开展微专业尧微证书项目袁华东五校教
学协同中心还组织 AI+X微专业袁以应对人工智能技
术对专业岗位的技能需求变化袁这些都是利用在线课
程平台实施的技能本位教育典型实践案例遥

五尧 技能本位教育的行动策略

数字时代的教育需要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实践行

动的创新袁在具体推进时袁建议从行动的目标尧关键尧
方式尧工具尧条件五个维度去开展技能本位教育遥

渊一冤行动目标院野铁三角冶教育并举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袁至少包括三个

方面院一是获取知识袁认识自我与世界曰二是促进技能
发展袁改变自我与世界曰三是良好人格养成袁确保认识
与实践是正向尧有益的遥 技能本位教育由此构建了知
识教育尧技能教育尧态度价值观教育的野铁三角冶关系袁
突出强调了数字时代的认知技能尧 社会交往技能尧技
术技能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意义和实践指引袁构成了
未来社会职业的基础遥

数字时代袁知识的价值仍旧不容忽视袁知识教育
中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更新知识的内容尧获取知识的方
法袁需超越知识的灌输与评价袁以思维技能的培养为
核心促进学生认知技能的提升曰技能教育应聚焦于未
来社会的人机关系袁 研判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优势袁充
分发扬人类智能的特长袁培养以设计创造为核心的技
术技能袁培养学生的数字智能胜任力遥

价值观教育决定知识和技能运用的方向袁教授普
遍的人类价值观袁如尊重尧诚实尧公正尧信任尧幸福尧同
情等袁强调教育的人文价值和道德规范袁培养学生以
共同体治理为核心的社交与行为技能袁以智慧地生活
和共建未来世界遥

渊二冤行动关键院人机协同技能提升
全球著名咨询公司埃森哲于 2018 年发布报告

叶提升人类与人工智能协作中缺失的中间技能曳袁提出
在智能技术时代袁 大多数工作将需要人类与机器合
作袁以创造新的价值形式[18]遥 未来人机共存袁人类高层
次的智力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袁需要开发和
应用人类独有的能力袁从而实现人机对接时中间部分
的全部潜力袁见表 1遥 在缺失的中间地带袁人和机器不
是为工作而战的竞争对手袁相反袁他们是共生的伙伴袁

彼此将对方推向更高的成就遥 Daugherty和Wilson在
叶人类+机器院重新构想 AI时代的工作曳中具体描述了
未来工作场景中扩展人机协作所需要的八种融合技

能袁包括院人性回归袁负责任地引导袁判断整合袁智慧提
问袁机器赋能袁 整体整合袁互惠学习袁不断重构[19]遥

表 1 人机协作缺失的中间地带

埃森哲报告提出院为弥补人机协作缺失的中间地
带袁使人机协作成为可能袁开发人类技能和更高水平
的智能也至关重要[18]遥 如图 3所示袁中间技能的提升
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院渊1冤共同准备院每个人都必须准
备改变袁投资培训 AI为人机伙伴关系的世界做准备曰
渊2冤加速能力院教育者和学习者必须借助科学技术和
智能技术支持更快地学习袁拓展思维袁以及挖掘潜在
的智能曰渊3冤共享价值院雇主和员工必须一起创造和最
大化学习和适应的动力遥

图 3 人机协作中三个维度的人类技能提升

渊三冤行动方式院数字学习范式创新
数字时代的创新人才培养袁需要技能本位教育的

理念袁更需要进行学习范式的创新袁数字学习尧创造型
学习等都是适合技能本位教育的有效学习方式遥

数字学习是野通过数字技术促进的学习袁使学生
能够控制时间尧地点尧路径或节奏冶 [20]袁是常态化尧典型
学习方式之一遥数字学习需要数字技术尧数字内容袁数
字化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结合袁 技术是传递内容的工
具袁包括互联网和接入的设备袁如从台式电脑到笔记
本电脑尧iPad到智能手机等曰 数字内容是高质量的学
习资源与材料袁范围从新的吸引人的尧互动的自适应
软件到经典文学尧视频讲座和游戏等曰数字化学习和
教学方法袁如微学习尧游戏化学习尧移动学习尧协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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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技能的发展水平遥

渊四冤行动工具院技术赋能认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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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精益制造的数字转型教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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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模拟尧拓展甚至超越袁应对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对人
才和教育的创新要求袁 遵循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
标袁技能本位教育是理想的途径与选择之一袁期待本文
的探讨能激发对未来教育和技能本位教育实践更多

的研究与思考袁共同打造适应未来社会的教育样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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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Internet as its core has had a
disruptive impact on all walks of life, and the state has also launched the "Internet + Education" strategy and
issued a series of related policy documents. With innovation as the core valu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n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six new" extension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aiming to reveal th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promot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word frequency of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Internet+ Education" by using
the policy keyword databas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The frequency of the keywords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attention paid to a "new" dimension in the policy documents. This study finds that national polic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cyberspace construction, digital resource element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pilot demonstration, etc., and the
orientation is clear. In contrast, the national policies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new laws of online education,
educ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data application, human resource secur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ther aspects. This study can not only help readers grasp the main concerns of national polic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Interne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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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 4.0 driven by innovation economy puts forward demands on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Faced with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skill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epistemological bias and practical deviation of knowledge -based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s
knowledge and ignores skills, as well as the real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talents make
the value of skills-based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minent.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skills-based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value in coping with the educational challenge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ponding to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summari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stages of incubation, germination and creation.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goal, key, approach, tool and
condi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action strategies for the "iron triangle" education of knowledge,
skill, attitude and values simultaneously, the improvement of man -machine collaborative skills,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paradigm, the tool-enabled cognitive skill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space, so a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o adapt to the future society.

[Keywords] Skills-based Education; Human Machine Collaboration; Action Strategies

渊上接第 12页冤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