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 EDUCATIONAL RESEARCH

016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理实一体化在电工电子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郭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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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看待问题要剖析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教育领域也是一样，遇到教学问题时剖析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面对当前电工电子专业实效性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模式等单一固化，以及双师配置有限、实训条件有限等问

题，根本上来说是理实融合不足，是教育改革力度不够。因此，本文探讨理实一体化创新教育理念，并剖析当前电工

电子专业教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就此提出几点可行且有效的改进策略。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预期构建出更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发展路径，实现技工教育现代化、全面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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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view a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nd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en encountering teaching problems,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reasons and 

find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low effectiveness of th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major, single and rigid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nd modes, as well as limited 

dual teacher configuration and training conditions, fundamentally speaking, it is due to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reform effor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alyze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proposes several feasible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 hope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for frontline 

educator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building a higher qualit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th 

and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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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实一体化理念概述

理实一体化是理论与实践协同育人，发挥积极育人效果。其

也作为新型教学模式，构建电工电子专业的全新发展路径，助力

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教育。该模式下，电工电子专业理论知识掌

握是必备基础，但绝不是依靠课堂上的短短几十分钟。还要求课

内、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延伸专业的、项目化教学

活动，让学生动手实践来巩固理论所学。这显然有利于技工学校

学生职业能力、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将奠定他们今后从事专业后

勤保障、维修作业、生产服务等岗位的坚实基础。一方面帮助学

生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市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为实现职业发展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1]。综上，“理实一体

化”教学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新型教育模式，在技工学校电工电

子专业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教学问题分析

（一）教学目标缺乏职业性、就业性导向

新形势下，电工电子专业课教学目标缺乏岗位能力要求指

导，以至于缺乏了一定职业性与就业性导向，不利于学生技术技

能与职业素质成长。这是该专业教学模式受到传统育人观念长期

影响的结果，使得学生以知识、技能和素质提高为目标，他们中

的大多数埋头知识理解、研究教材，虽然能够在理论方面取得不

错成绩，但是认知观念、实践素质、思想品德等难以发展 [2-3]。

笔者认为，想要改善这一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融合了全方

位、多层次的职业素质训练，才能够重新定位专业课教学目标，

才能够培育出更多能够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

（二）教学内容缺乏岗位职责、技能内容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电工电子专业课教学中逐渐融入新模

式、新方法，也在过去的改革初期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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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要明确当前电工电子专业课教学内容缺乏岗位职责、技能内

容的问题，认识到当前专业教育仍然受到传统育人观念的广泛影

响，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与实践 [4]。只有教学方法改革是远远不够

的，结合教材内容、课外知识构建互动资源，挖掘全新的教学内

容至关重要，需要教师多了解、多探索和实践，既要避免出现教

学内容的重复，也要尽可能引入新的“职业性”内容。只有这

样，技工学校学生才能够为今后升学和就业做好铺垫，基于自身

认知和实践经验投入到热爱的事业当中。

（三）“双师”配置有待优化

目前，技工学校许多教师刚刚毕业就开始从事一线教育工

作，没有对应社会岗位的经验，在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也缺乏

认识。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改革刚刚落实，又回潮到教学

过程中，是否稍显倒退了呢？当然，青年教师的见多识广、信息

素养都是值得肯定的，反馈到教学实践中的多媒体技术应用、微

课视频制作与推广、教学反思与再实践等，也都值得借鉴和讨

论。那么，为何不能发扬优势、规避劣势呢？因此，技工学校需

要干预指导，加强优秀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争取实现

“以老带新”“在职培训”，让青年教师有机会继续深造、有机会

接触到行业发展技术、有机会全面学习教育理论 [5-7]。

（四）电工电子实训条件有限

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实训条件有限，与之呼应的是一系列

教学问题，如：实践教学不被重视、实验课时安排不多等等。目

前，电工电子专业实验设备、实验场地受限，实验内容也多为验

证性内容，与实际工作环境、工作内容相差甚远。而实验教学过

程中，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使得许多学生“被冷落”，仅仅靠自主

学习、自主实验难以完成相对较难的实验部分 [8]。归根结底，技

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实验教学缺乏重视，更缺乏有效的指导与帮

助。只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够

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到一起，最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三、理实一体化在电工电子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中职电工电子专业并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必须制定完整

的人才培养方案，并明确培养目标。具体来说，要在理论教学中

做出调整，更多融入企业要求、项目目标、知识技能目标等，围

绕岗位实际所学培养学生的理论认识、项目认识，奠定其从事相

应岗位的坚实基础。那么在实践教学中，学生才有机会进行技

术、项目的巩固，继续深化企业要求、项目目标、知识与技能目

标等，真正实现职业能力、实践能力、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例如，技工院校电工电子专业人才培养中，调整为第一学年开设

公共课程、基础课程，并行企业管理、企业文化课程等等，加强

学生对于电工电子相关市场的了解。随即在第二学年推广“工

学结合”育人模式，同时跟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让老

师傅带领学生深入电工电子技术，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

素质 [9]。学校方面提供更多锻炼机会，让优秀学生进入企业、工

厂跟岗训练，在生产实践、岗位实践中巩固所学理论，打下未来

升学、求职就业的坚实基础。以此为目标深化理实一体化专业教

育，也为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发展提供助力和支持。

（二）优化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单一固化的问题，在技工学校电工

电子专业理实一体化实践中，着重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以

该专业基础课程为例，教学中以行动为导向，拓展新技术、新思

路，构建适应学生发展的全新教学模式 [10-11]。教师应当优化教

学结构，从教学内容方面寻求突破。电工电子专业教学内容分为

两个部分，一是基础部分，二是应用部分。明确这两个部分的内

容，并分别设置不同的教学方法，解析电路分析、电力拖动与控

制、电子电路基础知识，尽可能应用多媒体技术、IPAD技术、微

课视频进行针对性说明，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透彻理解专业基础

知识 [12]。转换到实践教学方面，教师延伸集成电路分析、电力电

子技术分析、工业用电与安全用电分析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演示

教学、模拟实验、实验教学、操作训练等，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

熟练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实践，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

反应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寻求政府、企业的帮助，合力提升

实训条件，定期对实验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确保理实一体化教学

高效落实，真正将理论与实践连贯起来，提升专业教育水平。

（三）建设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

理实一体化教育背景下，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教师队伍应

当优化升级，以“双师”要求从内外两个角度革新，逐步形成专

兼结合、一专多能的教学队伍，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从学校

角度来看，应当合理优化与调整，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强教师培

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尤其是实践能力与素质。还包括在教

学方法、教学理念、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组织主题培训活动，确保

多数教师能够胜任理论与实践两项教学工作。二是要形成完整的

管理机制，对教学质量进行合理评估。通过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

管理机制，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及时

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三是要加大对有经验、有实践能力的专业

人才的招聘力度，有针对性地进行招聘，以构建高水平的教学队

伍 [13]。还有必要招聘部分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还有该领

域专家学者，来校担任兼职教师工作，辅助理实一体化的实践教

育，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四）构建学校企业命运共同体

技工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育具备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专业

性人才，使之积极应对今后工作需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与企

业用人需求，充分发挥自身实践优势顺利毕业和快速就业。但由

于职业教育理念相对保守，当前使用的教育教学模式和课程教学

模式，难以真正发展学生竞争力与综合素质。尤其在电工电子专

业课程教学中，单一的知识讲解、理论分析，并不能激发学生兴

趣和积极性，反而会引起学生抵触情绪，而难以实现学生专业基

础牢固和技能掌握。为此，学院与教师应当积极深化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路径，通过与企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而革新人才培养机

制、基础课教学方式，实现校企深度交流，实现电工电子专业课

教学水平提高。如适应基础课程进度安排，举办专业基础知识竞

赛、技能比赛等等，能够让市场需要和企业用人标准真正渗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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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教学中，使得本校电工电子类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理论

学习与多元活动中 [14-15]。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弥补专业理论教

学缺乏实践与创新的劣势，利用企业、产业资源助力基础课程教

学水平提高。相应的，企业、工厂方面还可以提供技术与设备，

为课程教学改革带来更多资源支持，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另一方面，基于校企合作探索实训基地、实习路径，能够在理论

教学后衔接项目练习、实训实习等，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

综合素质，为之进入社会竞争与打拼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论

总的来说，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探索不是

一蹴而就的，整合现有丰富资源，并充分发挥资源与内容优势，

并行教学方法、教学模式革新，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我们发现，理实一体化引领的实践教学改革，以及对于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等的探索，更能够助力电工电子专业

与时俱进，推动职业教育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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