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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PLC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background.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heory, com-
bined with the system-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work process, it attaches im-
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To meet the dual needs of social pro-
fessional positions and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the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is defined, and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lan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the teaching 
scenario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teachers and corporate trainers, students and employees are 
seamless in learning produc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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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高职院校的《PLC技术及实训》学科课堂教学为背景，在课堂教学改革理论实践应用中，结合工

作过程系统化导向的课程体系建设，重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希望以满足社会职业岗位及学生职业

能力发展双重需求为目标，明确教学改革方向，设计教学实施方案，确保在教学情景与工作环境、教师

与企业培训师、学生与企业员工等等方面实现学习生产实践无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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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是目前高职院校比较青睐的一种教学生态系统，它也是一种全新的课程范

式。作为全新的课程范式，它的宗旨就是促进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凸显教育本质，用专业语言来讲就

是“以就业为基本导向、以职业为载体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学过程”。 

2. 《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在高职院校的教学发展现状 

在高职院校中《PLC 技术及实训》属于高职高专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它也是城轨机电技术

专业的核心课程。目前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包括任务驱动法、案例驱动法、问题驱动法等教学方法。

虽然看似教学方法颇多，但实际上其学科教学内容与体系构建还依然停留在“知识点”层面，即主线知

识点理论教学内容丰富，支线实践教学、个性化教学能力培养不做，对知识的拓展也并不到位，不能完

全体现机电产品的实际生产过程。这些教法对于那些自控能力相对偏差且个性趋于自由化发展的高职生

显然不适合，即使教师不断变换教法也无法吸引他们，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低下。 
在《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教师应该设法解决上述问题，培养学生良好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围绕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基本原则创设教学环境，同时实现线下课堂现场教学和线上网络

教学的有机互补，全面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完成该课程的教学过程。因此目前《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

应该为高职生引入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学方法[1]。 

3.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法应用现状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法(Work Process Based Curriculum Design Method)起源于德国不莱梅大

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它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它描述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具体设计方法，

并作为德国职业院校的示范性建设课程应用展开。该教法提倡教学模式中理论实践的深度融合，倡导工

学结合背景下的校企合作等多种模式。进入 21 世纪以后，该教学模式被引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在我国

的高职院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实践操作方面，它还存在一定的应用问题，以下将一一指出。 

3.1. 课程内容冗余与缺失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法强调实践教学，但它也需要大量的理论作为支撑，不过当前国内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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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师在应用该教法过程中可能存在教学理论与应用实践失衡问题，而且理论中有部分内容无法有效

运用于实践中。就以《PLC 技术及实训》中的“PLC 综合实训台”为例，该知识点中存在大量的理论内

容，但实际上针对该知识点的教学设置应该正价注重实践操作，即教师在进行少量的理论教学后立刻让

学生投入到实训当中，在实践操作中逐渐理解 PLC 综合实训台的设计过程、平台选型方案、元件选型方

案等等。所以说教师在该方面无法做到有效平衡布局就容易导致教法应用偏颇，起不到真正的理实结合

教育作用。 

3.2. 职业能力训练载体缺乏 

《PLC 技术及实训》面向高职院校内部展开，但传统其知识传授教学严重缺乏服务于综合职业能力

培养的有效情境与载体，这导致针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严重不利，客观讲，该课程中抽象思维与

演绎内容相对较多，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创建围绕 PLC 技术所产开的生产技术教学情境，未能形成基

于真实工作环境的有效氛围，在该方面的工学结合开放式教学模式也会难以形成，对学生的未来职业化

发展不利。 

3.3. 专业课程缺乏对学生社会及职业能力的培养 

传统高职院校的知识传授式教学严重缺乏交流协作与教学反思，这首先就不利于学生社会能力的培

养。特别是《PLC 技术及实训》这门课程十分需要培训实习以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未来岗位工作，而传统

中主线教学虽然十分注重对学生专业工作过程逻辑的培养，但在课程内容体系编排方面还沿用老套路，

这与现代背景下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教学的实践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更不符合社会企业的专业能力培养

需求。所以总体来讲，高职院校若希望输送高素质人才到社会机电技术企业中，还需要思考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途径[2]。 

4.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法改革应用 

4.1. 改革目标 

高职院校应该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首先做到明确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教法的改革目标，主要是结合

《PLC 技术及实训》教学的系统化改革来改变传统教学中过多理论缺乏实践应用的尴尬局面。在未来强

调以知识体系为主轴设计课程内容新模式，并做到以企业单位为主要设计单位，全面设计工作实践情境，

构建项目化的完整教学内容体系，最终建成具有特色内涵的实践教学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总体来讲就是

要提高高职《PLC 技术及实训》教学的应用性与实训性，争取通过该课程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 

4.2. 改革内容 

针对高职院校《PLC 技术及实训》教学的改革内容方面需做好四点： 
第一，要结合学生的学习工作过程合理阐述知识应用规律，合理建设改革课程体系。在实际的教学

过程中要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做到知识教学由简入繁，避免出现课堂教学内容割裂，要做到相互交融，

基于项目导向确立教法，特别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全面丰富强化他们的获取

与利用信息的能力、决策、计划、实施、检查与评价的综合普适性能力，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职业生涯发

展，实现从学生到岗位工作者的快速转型。 
第二，要基于工作工程系统化教法构建“项目化”教学内容体系，深度改革教学设计，提出就业导

向、能力本位、项目主体、职业实践主线的教学模式，强调知识内容选取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为学生奠

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例如在 PLC 技术教学方面，就应该邀请企业专家、一线技术人员实施课程组

对，为学生讲解有关 PLC 技术的相关知识，并为他们设置 PLC 应用典型工作任务，考察学生对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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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实践能力。这实际上也是对原有课程知识内容的重构过程，它基于项目化课程内容与相关教学目

标希望体现教学过程的系统性与连贯性，科学设计学习性工作任务，围绕真实的课程工作任务为理论实

践依据，融合“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应用方法。 
第三，要改革当前高职院校的《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人才培养模式，要邀请企业专家、技术研发

人员到校内与专业教师共同完成专业课程知识传授，为高职人才培养定位。同时还要融入岗位技能实训

鉴定，围绕教学大纲、计划、进度与实际教学案例为学生形成专业课程的理论学习方法与人才培养计划，

总之就是要做到教学内容、学生与企业要求的全方位“零距离对接”。 
第四，还要建立高职院校《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体系。总体来说

就是要基于工作过程课程设计，围绕学习过程、学生能力、个性发展与工作过程进行教学方案设计。主

要以项目驱动为主导曲线，强调教育教学规律由俭入奢，由单一到综合，确保课堂学习情境、教学模式

与教学目标三位一体相互融合，如图 1。 

5.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法改革实施方案 

要基于工作过程的课堂设计教法改革教学应用，设计教学实施方案，这里以《PLC 技术及实训》教

学为例展开设计。在教学实施方案设计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基本导向，强调产学研结合一体化的人

才培养发展路线，并同时设置情境教学作为切入点，全面培养学生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强化他们的动

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以下给出具体的《PLC 技术及实训》教学设计实施方案。 

5.1. 第一阶段教学应用 

针对《PLC 技术及实训》的教学实施方案设计主要分为 5 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 PLC 技术相关

内容与实训课程内容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初步认识机电行业的相关工作发展情况与现实市场需求，这

也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自身未来的就业岗位类型。必要时要引导学生展开基于实践调查的社会企业走访，

让他们深入到企业中了解企业的技术能力与现实需求，从宏观上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法应用奠定

基础。 

5.2. 第二阶段教学应用 

进入第二阶段教学后，教师应该提出课题并组织学生思考探索，并在学期教学推进到一定程度时

邀请企业专家到学校来与学生讨论学习研究成果，例如有关 PLC 技术的专业理论内容，机电行业工作

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等等，深度分析实践教学成果，体现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计划设计实用价

值性。 
 

 
Figure 1. “PLC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teaching model system 
图 1. 《PLC 技术及实训》教学模式体系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5065


岳强，张研 
 

 

DOI: 10.12677/ces.2018.65065 406 创新教育研究 
 

5.3. 第三阶段教学应用 

第三阶段要根据已设置好的课程计划及课程教学内容创建全新的学习情境，围绕企业工作过程与市

场导向及时对教学内容作出调整，将其中某些项目设计转化为适合于《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教学的项

目，例如对 PLC 综合实训台的总体设计、电路设计等等。让学生通过项目教学明确 PLC 技术在综合实训

台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包括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 

5.4. 第四阶段教学应用 

第四阶段的教学应用主要围绕实施与反馈展开，这一阶段就非常强调对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教法的

教学思路改革应用与教学成效，特别是要提出存在于教学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实现教学设计过程与教法

完善。 

5.5. 第五阶段教学应用 

最后一阶段的教学应用以课程改革成果总结为主，教师要求学生结合已学习内容撰写课题总结报告

和论文，总结复习知识内容，并学会合理应用[3]。 

6. 总结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PLC 技术及实训》课程教学改革应该更多思考教学实践的多渠道和有效性，

充分结合执业资格标准与企业职业工作任务来实现情境化、项目化教学过程，为学生选择任务载体并按

照任务循序渐进的深入到该课程的综合知识运用环境中，不断更新和完善对该课程的设计与实践过程。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编号：2016kg201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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