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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滦州市职教中心特色专业建设材料

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专业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方案

唐山滦州市职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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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示范校建设实施方案，摆脱传统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模式的

束缚，跳出“学科式教学”的误区，以学生未来就业岗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为主线，构建适合中职发展规律和工程机械行业自身特点的“能力本位”教学手段

与教学方法。

二、 基本原则

1.先进性原则

借助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与教学软件，还原真实的职业情景，让学生了解企业工

作环境，感受职业工作氛围，加深职业体验。

借助网络平台建设师生互动平台和网络教学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

2.能力本位原则

根据中等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生产一线需要的中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

求，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实现从“传授知识、教师主体”转变为“培养技能、学生主

体”。

3.一体化原则

按照职业教育能力本位的教育原则，教学中不存在完整的、单独的的系统理论

知识的讲授，而是按照职业能力的形成需要补充“适度、够用” 的知识，将知识、

理论、实践融于一体；将教学做融于一体。

三、 改革的目标

坚持以培养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性技术人才为宗旨，以职业能力

培养为主线，注重与企业、行业合作，以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专业核心岗位的典型

工作任务为载体，模拟真实的职业情景，构建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的“理实一体、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情境化教学模式，推行“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改

革。

四、 具体措施

1.借助网络建设网络课程平台。

网络课程全程帮助学生进行课前、课堂、课后、教学、复习等教学全过程。拟

建成《装载机操作与维修》、《挖掘机操作与维修》、《起重机操作与维修》、《工程机

械底盘构造与维修》、《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和《工程机械电气构造与维修》

等 6门课程的精品课程工程机械数字化资源。

2.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

传统的教学资源限于纸质的教科书、参考资料等，不能适应“理实一体、项目

导向、任务驱动”的情景化教学模式的需要。学生在实施项目、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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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方便地参考如，行业标准、典型案例、范例、考核标准、电子教材等资料。因

此，要建设丰富、完整的网络教学资源库。

3.运用多媒体技术或先进的教学软件改革教学条件。

多媒体技术或先进的教学软件教学内容丰富、直观、现场感强，能很真实地模

拟或还原职业情景，能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便利地进

行师生互动。工程机械专业教学中，很多（项目）课程与职业联系紧密，如果没有

职业环境，不能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中应鼓励教师尽量采用多媒体教

学。如，《工程机械底盘构造与维修》、《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工程机械电

气构造与维修》等等。

4.建设一体化教室采用项目教学法实现“教、学、做合一”。

按照“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情景化教学模式改革的要求，传统的教室与实训

室已不能适应新的教学方法的需要。教师依托按照行业标准和岗位技能要求，先由

教师按职业能力模块细分为若干个项目，突出能力培养，并将知识、理论融于其中，

教学基地要既能满足学生动手操作的需要，又要能满足教师讲授必需理论的需要。

使学生实践中理解理论，运用知识，熟练技能，形成能力。

5.依托校外实习基地采用现场教学法。在焊接企业真实的职业环境，按职业标

准，由企业一线技术能手或专家现场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强化教学效果，同时也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五、保障措施

1.课程建设

改革现行学科体系下的课程设置模式与课程内容，以焊接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

为载体，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坚持以“工作过程导向、职业能力主线、项目任务载

体”为原则进行课程内容的建设，完全按照职业岗位工作过程和技能要求整合课程

内容，实现教学内容的适应性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师资队伍建设

（1）分期分批派教师外出进修培训，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能力。

（2）通过下企业锻炼与其它方式提高教师实践能力。一方面利用假期选派教师

到到校外各实训基地进行企业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校内和到培训机构进行培训，获

得焊工技术等级证书，提高本专业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比重。

（3）引进企业一线技术能手或现场专家。

3.理实一体化教室与实训实习基地建设

（1）根据职业岗位能力模块整合原有的校内实训室。通过改建形成符合“教、

学、做”合一的理实一体化教室，便于项目教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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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课程体系改革的要求，新建一批理实一体化教室。

（3）引企入校，建立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在实训过程中，按照企业实际运行的过程、管理方法进行教学，学生在不同的

学习阶段，以不同的身份完成不同的岗位工作及学习内容，企业技术人员参与生产

性实训教学指导。最终使学生掌握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以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4）校企共建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实际接触企业的主要工作岗位、对焊接企

业中的相关岗位工作进行实际操作的重要场所。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作为“准

职业人”参与企业的生产，企业与学校共同对学生进行教育与管理，是培养学生转

变为“职业人”、实现就业最为关键的一阶段，因此，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应遵循“校

企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

4.制度建设

（1）建立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定期检查制度

每学期对各位任课教师进行检查，并纳入教师绩效考核。

（2）建立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评比制度。

每学期组织一次本专业全体教师参与的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竞赛，评出表现

优秀的教师，并进行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