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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将“中高本衔接”作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这一举措旨在促进职业教

育的协同发展，系统性地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其对于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

体系、畅通职教学生的升学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为例，通过梳理现阶段我

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阐释了构建中高本衔接体系的现实意义，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推动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的思路和策略，以期为建设中高本衔接教学体系提供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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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path of connecting high-level and hig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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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2023, the National Education Work Conference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key direction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measure aim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 high-level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hat can adapt to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smoothing the path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major as an example, explain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connection system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and discusses the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majors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therein.,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teaching experience for build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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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不同教育层次间的有效衔接与贯通，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

正处于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新业态、新产业迫切渴求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劳动者。在此背景下，通过构

建中高本衔接的教育教学体系，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可以有效满足时代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呼唤，切实增强职业教育

的吸引力。

一、构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体系的

必要性

课程衔接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构建中高本衔接教学体

系的核心与关键。随着职业教育向现代化方向的深入发展，目前

已有多所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学校相继成立，并开设了本科层次

的专业课程。这一趋势标志着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已逐步形成。此举不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46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仅为职业教育领域内的学历提升开辟了顺畅的通道，还凸显了构

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在中职、高职及本科层次间无缝衔接的教

学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职业课程内涵和外延得到了不断丰富

和拓展。职业课程的内涵与外延持续得到充实与扩展。因此，当

前的中高本教育衔接已超越了单纯的课程对接范畴，而是涵盖了

教学目标、培养计划、教学方法等多个关键要素的全方位衔接。

学者周仕德将“课程衔接”视为宏观与微观体系化的最优组合，

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为例，他认为“中高本衔接教学”是不同

学段教学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标准等教育要素的优化组合。由

此可见，以“课程衔接”为出发点，促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

高本衔接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对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课程衔接”也是实现差异

化、层次化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构建对

接工作岗位的课程衔接体系，可以有效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进而为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换言之，构建衔接的机电一体化技术课程体系，可以加深社会职

业岗位与职业院校培养目标的融合度，进一步帮助学生提高职业

能力。

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现状

为促进职业教育中职、高职、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的有效衔

接，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但是，从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的宏观层面上来看，中高职与职教本科的教

育生态存在较高的重叠性或者较高的分离。从微观层面上来看，

具体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目标不衔接

中职、高职、职教本科均属于职业教育范畴，只是具有不同

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层次。因此，这三者的办学模式、教学模

式较为相似。具体来说，中等职业教育侧重培养能够在生产、服

务等一线工作上进行实际工作的劳动者、技能型人才，强调综合

职业能力的培养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侧重培养高水平的技能型

专门人才；而职教本科，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重在培养高层次、

高技能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由此可见，中职、高职、职教本科在

人才培养上存在鲜明的渐次性、递进性、阶段性。这也反映出在

促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中，职业院校还需进一

步明确、整合不同教育层次的人才培养标准。

（二）课程内容存在重复性

人才培养目标缺乏统一标准是导致中高本课程内容存在重复

性的重要因素，这种重复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开设的课程科目具有较高的重复率，即中高职院校

大多开设以 CAD、机械基础等科目为主的专业课程，只不过高职

院校所开设的课程科目数量稍微多于中职学校，部分高职院校会

增设电工基础等拓展性课程科目。第二，CAD、机械基础等科目

的教学内容具有较高的重复率，中高职教授的知识点、技能点也

较为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教学成本的浪

费，还浪费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第三，在课程教学内容高度

重复性的影响下，中职学校、高职院校针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所设置的教学重难点、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基本上保持一致。这

就导致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难以得到有效突显。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策略

（一）规范教材编写，确保课程内容衔接

现阶段市场流通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中高本教学衔接教

材仍未突破以往知识结构、学科框架模式的束缚，难以有效突显

中高本衔接教学的系统性、完整性、逻辑性，也未彰显出中高本

衔接教学与普通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进而影响到专业

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中高职校内的实验室、实训设备等，是

构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实践内容的重要因素。

不同院校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具有差异性。这

就导致市场上通用的教材很难满足不同院校的个性化教学需求。

因此，针对中高本衔接教学的实际，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应围绕

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化的教材编写工作，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课

程内容的有效衔接。具体来说，在编纂衔接后的专业教材时，编

写者可以打破常规以学科为主的编写原则，以具体的项目和模块

为纽带，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重要知识点进行阐述。这既能

够提高教材编写的紧凑性，也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中高本衔接教学

的实际需求，从而引领学生结合项目需求进行跨学科、跨知识点

的实践探索。同时，以项目为切入点重构机电一体化专业技术的

教材架构与体系，可以有效对 PLC与液压、单片机与电子技术等

课程进行整合。

（二）优化课程体系，对接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课程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是职业教育“五个对

接”中最核心的环节。因此，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

教学的实践中，应积极将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对岗位提出的新要求

融入专业课程构建与课程标准中。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应立足于

地区经济发展，即教师应在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基础

上，全面把握智能制造企业岗位需求和岗位能力，进而在国家职

业标准的指导下，构建科学合理的中高本衔接课程体系。国家职

业标准依托职业活动、职业技能生成，为职业院校设置专业课

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直接依据，明确指出了学生完成系

统学习后所应达到的职业能力标准，是新时期背景下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中高本衔接教学优化课程体系的风向标。因此，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教师在构建中高本衔接课程时必须践行“以就业为

导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本位”的教育理念。在此基础上构建衔

接智能制造企业、行业实际需求的课程体系，对于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具体来说，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可以构建分阶段且密切

联系的一体化课程体系。由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对口的职业岗

位较为相似，中职学校、高职院校通过对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构

成的课程体系，难免会出现部分课程重叠的情况。以“钳工”职

业为例，中高职阶段都涉及“安装、调试机电设备”“钳工技能实

训”等课程。因此，为避免因重复性课程设置出现浪费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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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教师可以制定分阶段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相对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导向下形成的中职学校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课程，高职、职教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主要对接中级工、高

级工标准。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知识教学、技能培养的难度、广

度得到了显著的增加。以“设备安装工作”为例，初级工以培养

小型设备的安装技能为主；中级工以培养中型设备安装技能为

主，如铣床、刨床等；而高级工则是以培养大型设备安装技能为

主。同时，在针对“划线操作工作技能”培养的课程教学中，初

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培养重点各有不同。例如，中级工需要

掌握形状复杂工件的划线方法，而中级工则更加侧重基础工作技

能的传授与培养，如掌握划线工具的使用方法、保养知识等。因

此，教师可以将难度、广度作为设置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

衔接课程体系的切入点，例如，中职阶段、高职阶段、职教本科

阶段分别开设对接不同等级职业技能认证的课程。以“机电设

备安装与调试”为例，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小、中、大型机电设

备的安装与调试方法，以此确保中高本衔接教学做到内容上的延

续、难度上的区分。

（三）重构实训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养

结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定

位，职业院校教师可以通过重构中高本衔接的实践教学体系，加

强对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

第一，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总体定位来看，教师可以充

分发挥实训室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和优势，即针对不同的技能培

养打造不同的实训室，如以专项技能、综合能力培养为主的核心

技能实训室，以跨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的拓展型实训室。在构

建专业拓展技能培养为主的实训室，教师可以充分融入新技术、

新工艺、新服务方式等。这能够有效促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

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第二，职业技能培养应遵循“实践——理

论——实践”的循环上升原则。因此，教师在构建实训教学体系

时，可以分别设置对应不同能力培养的内容。例如，高职院校侧

重培养掌握基本方法和具体工艺的技术技能人才；而职教本科强

调在上述基础上，引导技术技能人才对相关原理进行验证，进而

促使其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实践技能。这

种培养模式更加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可以有效提高应用型人才

的培育质量。第三，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拓展技能方面，高职院校

可以围绕集成技术、集成对象进行扩展，即通过拓展工作站类型

加强对学生的技能训练；而职教本科则可以围绕设备、产线等设

计范围、设计类型等进行拓展。这能够让学生在渐进性地课程学

习与专业实训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

此外，随着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教师还应重视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中高本课程评价体系的衔接，通过有效的课程评价对学

生职业技能的发展与提升情况进行有效评估。在智能制造产业升

级大背景下，教师应将创新精神融入衔接教学中，进而引领学生

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将创新精神融入中高

本衔接教学体系的具体指标中，以此对学生的技能提升情况进行

量化、可测、可评。例如，在专业拓展技能培养方面，教师可以

通过评估学生使用新工艺、新方法、新元件、新设备的具体情

况，对其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估。

四、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促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中高本衔

接教学，可以拓展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渠道，有效缓解智能

制造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迫

切需求。这既能够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能满足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切实推动他们的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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