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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能类课程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也是学生未来胜任工作岗位的关键课程。目前技能类课程的

教学存在囿于基础知识与技能教授、教学环境和设施较为单一、创新型资源和手段应用不足等问题，导

致技能类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本文通过分析技能类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其深层原因，探究技能类课程教

学模式的创新路径，提出创新教学手段促进学生实际能力、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效益、创新教学

场所拓展学生学习视野等方法，切实提高技能类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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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kills cour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lent development system and a key course for stu-
dents to excel in their future job positions.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of skill courses is limited by the 
teaching of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are relatively sin-
gl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methods is insufficient, resulting in poo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skill cour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and 
underlying reasons for skill courses,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ath of teaching models for skill 
courses, proposes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promo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and their learning h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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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s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venue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skil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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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能类课程通常围绕职业岗位要求必备的各项技能来开展教学，这类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后续实践类课程及实习见习奠定技能基础，对于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和

先导性作用。以“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定位及培养目标特色的关键

所在[1]。技能类课程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毕业后从事岗位时开展工作的各项能力，对学生任职能力的生

成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学生通过学习各项技能，不仅要掌握其理论知识与操作方法，还要树立岗

位责任感使命感，养成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职业岗位要求学生所必备的技能通常是多方面的，学生的经历和知识基础导致他们无法对于各项技

能都感兴趣或具有基础，通常是对于某一项或两项技能具有相关知识储备，而对于其他技能的接触较少。

因此，在技能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和帮助学生对岗位所需的各项技能都进行全面的学习和提升是

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操作难度较高的技能，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果。课堂

作为教育的第一线，课堂教改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成败[2]。技能类课程作为人才培养

的重要课程，应深入分析其课程教学现状和教学效果，剖析内在深层原因，探索技能类课程教学模式的

创新路径。 

2. 技能类课程教学模式研究现状 

领域内专家学者对于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探析，并提出了互动式教学[3]、启发式教学

[4]等对策。另外，许多学者对教学模式的创新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对现有教学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提出了多种教学模式，例如问题中心教学模式[5]、对分课堂教学模式[6]、比较教学法[7]等。这些研究成

果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改善学习质量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探讨，但是关于技能类课程教学

模式及其创新路径的讨论，目前还比较缺乏[8]。技能类课程相较于其他理论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岗位指向性等特点，因此前期关于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究无法直接应用于技能类课程的教学。 

3. 技能类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技能类课程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教学效果无法达到预期水平，学生学习实际掌握能

力与岗位需求存在差距。 

3.1. 囿于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教学 

技能类课程应以岗位所需各项技能为引导开展教学，但是目前技能类课程教学大多侧重学生的基本

知识的培养，而忽略了胜任岗位所需要关键技能的养成。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面向的岗位也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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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所需要的技能也在发生改变或升级，因此，学生胜任岗位所需要的关键能力往往不是基本知识和技

能足以支撑的。技能类课程的教学囿于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教授，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到基础知识和技

能的教学和考核中，时刻关注的是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情况和基础技能的掌握情况，忽视了非常重

要的关键技能的能力培养，使得学生关键技能提高不显著。 

3.2. 教学环境和设施较为单一 

技能类课程需要教学环境的支撑，与实际岗位较为接近的教学环境可以帮助学生进入岗位角色，更

好地达成教学效果。然而目前技能课的教学环境通常与传统的理论教学环境差别不大，无法体现技能课

程的特点。即使课程的部分模块采用实践教学，但由于教学环境的单一和教学设施的陈旧，学生真正动

手实践的机会较少。其次，随着岗位工作智能化的发展，传统的教学环境已无法为学生提供信息化的技

能实践环境，不利于学生各项技能的提升。 

3.3. 创新型资源和手段应用不足 

目前技能课程的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学生自主学习地位体现得不突出。技能课程的理论教学仍侧重

教师讲授，忽视以学生练习来巩固理论基础的重要性；技能课程的实践教学结合岗位实际不足，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较为欠缺。同时，教学手段相对保守，主要体现在缺乏岗位仿真模拟系统的

运用和多维教学手段的辅助。课堂实践授课模式较为传统，缺乏先进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辅助教学，

没有给学生提供丰富直观的资源。辅助性资源建设欠缺，线上资源内容前沿性不足，对口专业的研究资

料较少，图书资料种类不够丰富，缺乏相关资料库，拓展学生专业视野的资料较少。 
教学模式的滞后导致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因为厌倦一成

不变的教学模式而慢慢削弱了对技能类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4. 技能类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改革路径 

技能类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学生技能掌握情况为导向，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实践。经过前期研究，笔者认为应确立“聚焦职业岗位、立足工作需要、强化技能运用”

的技能类课程教学理念，形成基础理论与技能运用衔接配套、动态适应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探索推行

“理论精讲、疑难研析、实践牵引、边讲边练”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课程教学创新，为学生创设“真

实”的实践应用场景，拉近院校教学与工作岗位实际的距离，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1. 创新教学手段以促进学生实际能力 

以教学手段创新推动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新手段的应用可有效促进学生实际能力的提升。岗位模拟

仿真系统进入课堂，给学生提供真实直观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可以有效地改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

效果。灵活运用模拟仿真系统平台，配合现实场地，将岗位实践操作进行全流程、全方位模拟。课前教

师可下发真实的岗位任务，学生利用模拟仿真系统，结合任务要求和背景，综合运用前期学到的各项技

能的理论知识“真实地”开展实践练习。同时，模拟仿真系统具有直观性、先进性等优点，并且教师可

以根据教学需要添加岗位最近发展方向、实际工作中的突发情况等元素，搭建起课堂与岗位之间的“桥

梁”。教师设定任务背景，学生利用系统实践各项技能，加强师生互动合作，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4.2. 创新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学习效益 

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教学新方式新方法可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效益。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运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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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即岗位实例教学、任务实践教学、线上课程。根据技能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区分技能理论教学

与技能实践教学，灵活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技能类课程理论教学主要采用岗位实例教学的方法，通过

工作岗位实际例子展开理论教学，讲解技能理论重难点内容，帮助学生进行知识体系的构建，边讲边练，

以练习来巩固理论基础。技能实践教学采用任务实践教学，结合岗位实际，设定任务背景与要求，使学

生通过运用各项技能完成任务，注重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线上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解决基

础理论预先学习打基础的问题，学生在课前通过线上课程进行预习，提前解决较为简单的问题，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同时，在课堂授课前组织学生学习基础理论，有效解决课时量不足，学生技能理论基础薄

弱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2023 学年本专业采用岗位实例教学、任务实践教学、线上课程综合教

学模式的四个班次，学生期末技能考试的优秀率(分数 ≥ 90 分的人数/班级总人数)分别为 9.5%、7.5%、

7.5%、8.1%，平均优秀率为 7.05%；良好率(分数 ≥ 80 且<90 分的人数/班级总人数)分别为 54.8%、47.5%、

55%、45.2%，平均良好率为 50.6%。相较于前一学年采用单一授课方法班次的平均优秀率(5.2%)和平均

良好率(37.8%)均有所提升，并且结合学生填写的“教学质量调查问卷”，可以初步发现多种教学方法融

合的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学习效益和学习质量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4.3. 创新教学场所以拓展学生学习视野 

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的实践教学场所，以教学新场景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在教学环境和设施方面

要为学生提供信息化智能化的实践环境，教学场所与设备要满足各项技能实践练习的需求。技能类课程

的教学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智能化教学场所，即岗位模拟训练室和技能训练与鉴定中心。首先，岗位模

拟训练室可为技能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提供场所，学生利用数字化平台自主学习操作流程、针对性地练习

薄弱技能，同时教师可充分利用岗位模拟平台，使学生真切地融入工作岗位真实场景，拓展学生学习视

野，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其次，技能训练与鉴定中心为技能类课程的理论教学和考核提供场所，不仅

能为技能练习提供丰富的专业化数字资源，还可以为后期的技能综合训练和技能考核评价提供专业数据

支撑，从而形成理论、实践、测评的闭环教学机制。 

5. 结语 

技能类课程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也是学生未来胜任工作岗位的关键课程。技能类课程相

较于其他课程具有鲜明的特点，这要求其教学模式也应具有鲜明特色。使用何种教学模式会直接影响到

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到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技能类课程的教学应立足聚焦职业岗位、立足

工作需要、强化技能运用，探索合适的教学模式，以保证教学质量，切实提高学生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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