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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中职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实现教、学、做三者的有效统一。目前，中职学校承担着技术型人

才培养的重要职责，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是其教育目标核心所在。在学生能力本位下，建设“练学课堂”教学模式，能

够帮助教师从目标、操作、程序、评价和教学支持等多个层面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基于此，本文针对能力本位下的

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在分析“练学课堂”建设意义和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教学中课前、课中、课后

的操作程序，分别从知识体系、教学资源整合、教师队伍和教学评价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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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 teaching work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unity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At pres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bea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technical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is the core of thei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Based on students’ 

a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can help teachers reform 

the teaching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objective, operation, procedure,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suppor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aching mode of “practice learning classroo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ability standard. On the premise of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learning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 

procedur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in teaching,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knowledge system,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er team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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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本位是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理念，是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在我国教育改革工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

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发展。但总体看来，目前中职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机电专业教师在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始终存在着与企业需求发展

脱轨的现象，再加上教学评价方式单一，导致整体的课堂教学效率明显下降，学生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产生了过强依赖，无法结合

工作需求将所学知识进行迁移和应用，对于学生的知识理解以及职业能力的发展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中职学校教师要以学生的个性化

特征、学习兴趣为基础，以课堂教学实践作为核心，在坚持能力本位的前提下，建立“练学课堂”模式，关注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以及能

力培养的持续性，促进学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分析能力本位下中职学校“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建设策略，

为中职教育模式调整提供参考。

一、能力本位下中职“练学课堂”建设的意义

能力为本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核心理念，“练学课堂”教学模

式可以细分为理论依据、目标、操作程序、教学支持、教学评价

等多个要素，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以及实践能力发展都有着重

要的作用。总体看来，能力本位下中职学校“练学课堂”建设具

备如下意义。

一是推动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融合。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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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便教师关注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但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

间内，仍旧是以理论知识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实践训练机会较

少，并且集中在最后一学年，导致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实践能

力出现了独立发展倾向。随着能力本位“练学课堂”建设，教师

能够帮助学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各种学习任

务，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应用知识，确保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以

及实践操作技巧及时对接，推动学生个人综合能力的发展 [1]。

二是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教

师依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理论知识学习以及

实践操作长时间处于被动状态，无法根据实际状况变化灵活应用

基础知识，影响到最终的教学质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能力为本

的中职“练学课堂”的建设意味着教师能够从学生不同专业的能

力要求出发，综合考虑其理论知识以及工作岗位要求针对教学内

容以及规划进行调整，学生可以在多个工作项目的影响下，逐渐

形成基础的工作岗位能力，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二、能力本位下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建设的 

原则

能力本位下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对于师生成长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该教学模式的建设需要遵循如下

原则：一是以学为本。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始终是

以学生的学习作为核心，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关注学生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促进理论知识的长期性学习以及应用，保障学生能

够在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根据教师提出的学习任务以及

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对基础知识组合应用，确保学生个人的专业

能力能够不断发展。二是行动导向。“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

代表教师要在行为导向原则的指引下摆脱理论知识灌输教学方法

限制，帮助学生在工作岗位需求以及行为要求的影响下，就所学

理论知识深入进行探索，结合实际的状况灵活地进行应用，确保

学生能够在实际企业发展需求的影响下，推动个人综合素质的提

升。三是以练促学。“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要求教师在以练

促学原则的影响下，根据教学内容以及课程标准的要求为学生设

置学习任务，通过情境式的引入，引导学生产生对于学习任务的

兴趣，并且在小组合作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利用实践训练推

动学生理论知识的发展 [2]。

三、能力本位下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操作程序

（一）课前的思维启迪

教师需要在课前利用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下发学习任务书，

安排学生在课前自行学习、训练。在完成教师给出的教学任务之

后，学生需要针对自己的知识点缺陷进行整理，就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详细记录。在线上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登录学习平台，自

主查看教师下发的学习任务，针对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将学习问

题及时上传，教师、学生都可以进行探讨。课前预习过程不仅能

够帮助学生发现学习问题以及自身不足，同时学生的思维也能够

逐渐向外发散，有助于学生自主创新以及学习能力的提升。

（二）课中解决问题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在“练学课堂”教学模式建设的过程中，课中教学环节可以

分为导学、同练、独练、互学等多个环节。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

的初始阶段，要求学生对课前学习成果进行展示，并提出自己遇

到的问题。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目标以及重难点知识提出相应

的问题，学生可以在独立及合作思考的影响下寻找问题的解决方

案，最终形成任务实施的初步决策。如果学生在自主研学以及合

作训练之后依旧存在问题，需要由教师发挥其引导作用，师生共

同确定任务落实计划，由学生独立进行实践操作，确保学生能够

将理论知识用于问题解决中 [3]。这种教学过程能够全方位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在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之

后，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对于任务实施的状况

进行检测以及评价，学生也可以通过取长补短提升个人的综合

能力。

（三）课后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在课后教学阶段，教师要以企业不同工作岗位典型任务标准

为基础，安排企业导师针对学生完成任务的具体状况给出客观、

公正的评价结果，并及时进行反馈，确保学生能够结合个人问题

及教师指导，针对任务内容不断进行修改以及完善，课后训练能

够为后续的任务学习以及学生专业能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能力本位下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

能力本位下中职“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要求，机电专

业教师以我国政策文件的内容为基础，确保机电专业教学内容与

行业实际状况保持吻合，分析企业在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

立较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在建立完善机电专业知识体系的过

程中，学校需要针对传统的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并组织科研院所

专家进入学校，促进各项知识的跨学科融合，确保课程理论知识

能够变得更加丰富，进一步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4]。机电专业教师

要以目前存在的力学、机械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课程内容为基础，促进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建设，帮助学生在

经过专业课程学习后逐渐形成完善的理论知识框架。

例如，中职机电专业教学可以从数控车工模块、电工模块、

车工模块、装配钳工模块等层面构建为职业岗位课程教学知识体

系，根据该专业对应岗位工作内容及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开展

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数控车工模块课程教学知识包括机械工程材

料（新增课程）、机械设计基础、设备控制基础（新增课程）、

数控系统（新增课程）、数控设备与编程、数控加工实训等相关

内容；电工模块课程教学知识包括机床电气、传感器、电力拖动

（新增课程）、电气控制、维修电工实训等相关内容；车工模块课

程教学知识包括机械制造、机械设计（新增课程）、金属材料与

热处理、公差与配合、车工实训等相关内容；装配钳工模块课程

教学知识包括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机械制造、机械设计（新增课

程）、公差与配合、装配钳工实训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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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教学资源的全面整合

能力本位背景下中职学校“练学课堂”教学模式建设要求机

电学院以及教师针对教学资源全方位进行整合，强化与企业合作

力度，持续完善专业网上学习平台，确保机电教师能够与企业技

术人员在网络平台上上传课件、工程实例等资源，帮助学生对于

教材内容深入进行理解。同时，中职学校的机电专业学院也可以

与其他中职学校深化合作，就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模式方面的差

异，进行资源以及课程方面的开发以及共享，确保教师能够彼此

进行学术交流，持续丰富教学内容体系。中职院校的机电专业需

要全方位利用合作企业的资源进行实践训练，这也是“练学课

堂”教学模式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综合考察当地机电企业实际状

况的前提下，在校园内建立接近企业工作环境的模拟实训基地，

并且要遵循相互监督、共同使用的原则要求，校企共同对实训基

地进行管理。中职学校可以定期安排学生到合作企业内部开展认

知实习、顶岗实习，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发展。

例如，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白云电器建立校企合作关

系，共同成立了智能电气产业学院。学校凭借白云电器国家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的优势强化自身的教学水平，企业也利用与学校之

间的合作共同成立课题研究组，针对行业内急于解决的问题进行

研究。此外，学校和企业合作建立了产业就业培训基地，通过产

教结合和校企合作定向培养行业所需的优秀人才，在整合学校和

企业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机制 +平台 +服务”创新模式，

培养了更多贴合产业的优秀人才。

（三）项目化实训教学活动的开展

项目化实训教学活动是机电专业校企合作教学的有效方式之

一。学校可以围绕机电专业核心知识和关键技术制定项目化实训

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引导学生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掌握知识和要

点，提升自身专业水平。考虑到机电专业融合了多方面知识和技

术、有一定学习难度，因此学校在与企业合作设计项目化实训教

学方案时也要从基础模块、技能模块和实训模块的角度入手，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和掌握机电专业的知识。学校可以围绕机电一体

化的基础概念、技术发展历史、智能制造中的应用等知识设计基

础知识模块的训练任务；围绕机床电气与控制、液压与气动传

动、单片机控制、机电一体化等知识设计技能模块的训练任务；

围绕机床线路故障实训、气动与 PLC 综合实训、气动机械手实

训、单片机应用实训、工业机械手实训以及企业岗位设置、岗位

能力要求、企业机电实践操作等知识设计实训模块的训练任务。

学校和企业通过校内教学与实训基地和企业实习相结合的方式能

够大大提升机电专业学生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水平，使其得以

在进入社会之后胜任岗位工作任务，在短时间内适应工作节奏。

从实际效果来看，项目化实训教学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落实

了能力本位下中职机电专业构建“练学课堂”的要求，也实现了

新时期该行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无论是对于学生、学校还是企

业来说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教师队伍及教学评价的优化

中职学校“练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使得机电课程的产教

融合深度进一步深化，学校需要在思想上关注教师队伍的建设，

通过引导中青年教师参与经常性的职业训练以及企业实践，推动

教师知识、能力、工作经验的全面发展。同时，机电专业也需要

将企业技术人员引入教师队伍中，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此

外机电专业评价也是该学科的重要内容，学校可以选择利用公众

性评估方法，针对各个班级选出最佳作业，同步作为期末考核

的重要依据 [5]。同时，要利用过程性考核方法，综合使用学生互

评、家长问卷、专家评价等方法对于学生的个人能力以及情感等

方面的发展给出综合性的评价结果。此外，学校要始终坚持以考

核推动教学能力提升的基本理念要求，做到从学生的创造力和动

手操作能力层面出发对教师的教学质量给出评价，确保教师个人

教学能力能够不断提升。

总结

能力本位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指导理念，中职学校的“练学

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对于学生专业能力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需要在“练学课堂”教学模式

建设的过程中，针对课前、课中、课后的实际内容不断调整，并

结合校内教师、专家学者的力量建立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同

时，中职院校要与其他院校、合作企业强化合作力度，进行教学

资源的整合，配合实训基地、教师队伍的改善以及教学评价多面

化发展，保障机电专业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能够满足企业发展

的真实需求，推动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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