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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教学是职业本科高校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满足适

应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岗位需求的实践教学体系，对于实现职业本科“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教育培养目

标十分关键。本文以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特色专业智能控制技术为例，介绍由“智能控制技术”专业

领衔，与“计算机应用工程”“导航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组成的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介绍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改革总体情况，深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创新，强化实践教学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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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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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talents in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
tem to meet the post needs of innovative technical skills tal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reat country 
craftsman, skilled craftsm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s. Taking charac-
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Software Profes-
siona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roup of intelligent control engineering 
major, which is led by the major of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and composed by the major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navig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s well its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 deepens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inno-
vation, and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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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3 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10 月 12
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1] [2]。 
职业本科教育在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在层次上属于本科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2021 年 1 月 29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简称《办法》)，明确指出实践教

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不低于 50%，实验实训项目(任务)开出率达到 100%。职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

建直接影响着职业本科教育的特点和成效，决定了职业本科教育目标的实现[3]。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全日制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全国首批 15 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

点高校之一，形成了“用企业家育人理念培养学生”“请工程师当老师”“拿真实的项目进行实训”的

校企深度融合发展思路。 
职业本科实践教学强调和企业深度产教融合，要求企业全面介入学生专业成长的每个阶段，形成

“识岗–跟岗–定岗–顶岗”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帮助职业本科院校营造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师资

队伍建设的仿真环境，参与方案制订、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材编写、资源建设等人才培养的各个

方面。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业深度融合，基于万物互联时代的智能控制技术正在引领智能制造

业的巨大变革，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新增长点。智能制造业对于简单工序操作人员需求量越

来越少，对于智能装备控制与维护、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高端数字化装备编程等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

我校根据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文件中关于建设高水平专

业群要求[4]，于 2020 年 3 月组建了以“智能控制技术”专业领衔，与“计算机应用工程”“导航工程技

术”等职业本科专业组成的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入手，面向高技术技能人才教

育培养，对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与探索[5] [6] [7]。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0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范红铭 等 
 

 

DOI: 10.12677/ae.2022.129506 3307 教育进展 
 

2. 职业本科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实行职业本科教育时间不长，尚处于试点阶段，实践教学基本围绕各门课程完成，不成体系。

要办出“职业本科”特色，就需要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等方面入手，以专业群的形式，构建具有企

业生产职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目前主要存在以下 5 个方面的问题[8] [9] [10]： 
1) 实践教学的目标要求较低。教学目标仍然处于基本职业能力的培养，不能满足社会工作岗位对于

人才的需求。 
2) 实践教学内容与职业能力培养的需求不符。主要表现在实践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相脱离，实践教

学方法较为单一、落后，难以完成实践教学目标。 
3) 管理体系不能有效的落实。这主要表现为实践教学管理观念落后，比较注重“管”，而在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理”，服务意识以及实践教学体系建立的有效调控有待加强。 
4) 缺乏有效的实践教学评价标准。过分关注评价结果，忽视了评价过程当中的各个环节，存在评价

方式单一、评价的对象主体不全面等情况。 
5) 实践教学方案单一。课外实践活动中，一些活动方案未与相关专业群存在紧密的联系，部分教师

过分看重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没有向学生讲述具体的实践操作技能，降低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3. 职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有效构建与实施路径 

针对指职业本科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理论与存在问题，本文主要从实践教学目标体

系构建、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构建、实践教学管理体系构建、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构建四个方面，探索智能

控制工程类专业群实践教学创新设计与实施路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o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s 
图 1. 职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3.1. 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的构建 

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实践教学目标为：对应智能控制类职业岗位，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

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的职业技术技能型高等专业人才。 

3.2.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聚焦能力，实施“1 + X”证书制度：探索书证融通途径，有效落实“1 + X”证书制度。要明确专业

群“X”证书的名称和数量，有意识地在课程体系中融入证书相关知识，制定培训与考核计划，帮助学

生获取职业等级证书。 
产教融合，建立“政–行–校–企”四方联动协同育人机制：学校与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指导委员

会、相关企业等签署专业群人才培养协议，成立“协同培养”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定期召开会议，协

同制定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协同组建混编教学团队，开展教学、实训和实习活动，共同监

督和评价育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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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岗位，构建“平台 + 模块 + 方向”课程体系：在专业群建设中，构建“基础能力培养的平台

课程 + 核心能力培养的模块课程 + 复合能力培养的方向课程”的课程体系。 
课堂革命，纵深推进专业群教材和教法改革：对接专业群所面对的岗位群需求，与用人单位、合作

企业、实践基地等共同出版一批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体等新形态教材。 
专兼结合，打造省级教学创新团队：加强与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培养组建高素质“双师型”队

伍。遴选知名行业大师、高技能人才组成“校企合作共同体”，形成“行业大师 + 高技能人才”领衔、

“专业骨干 + 技术名人”主导、“青年教师 + 技术骨干”为主体的师资队伍格局，形成“固定岗”与

“流动岗”结合、“双师”结构与“双师”能力兼优的省级教学创新团队。 
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主要从五个方面构建，分四个层次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如

图 2 所示。 
 

 
Figure 2. Four levels of practical skills teaching and training system 
图 2. 四层次实践技能教学培养体系 

 

基础实践能力培养：专业基础实践能力是指在进行专业基础课教学时，通过实验实训室教学，让学

生掌握与智能控制专业群相关的仪器仪表设备的使用方法，如万用表、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直流

稳压电源等。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包括两个环节，分别是在专业课实践环节和企业跟岗实践

环节。专业课实践环节可以采用实验实训室教学、第二课堂户外实践教学，实验实训室教学让智能控制

专业群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智能机器人组装与调试等；第二课堂户外实践教学与学生社团

活动、校内技能竞赛、服务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企业跟岗实践环节是将学生置于企业的真实职业情

境中，根据生产实践问题的特征及其解决需求，以达到培养专业实践能力的目标。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适应新经济环境下新工科发展要求的重要内容。职

业技能大赛是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以智能控制专业群相关职业技能大赛体系为基

础，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要求方面，与竞赛项目、竞赛规则以及评分细则相统一、相融合，通

过职业技能大赛考核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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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践能力培养：技术应用实践能力主要培养学生在面对生产一线的复杂技术问题时，能对问题

及时判断并做出技术改进，做一名合格的“现场工程师”。 

3.3. 实践教学管理体系的构建 

为确保实践教学效果的实现，职业本科院校可以建立实践教学领导协调机构，在宏观的角度方面管

理协调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改革，同时对不同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另外，对

于一些二级学院来说，可以建立分管教学副院长责任制，建立实践教学管理体系，确定好各个实践教学

中心管理部门的责任，并且落实好各个专业的实践教学工作。 

3.4.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能够及时对实践教学进行反馈，优化和完善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实践教学评

价体系的构建对落实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对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1) 构建完善、系统的学生评价体系 
从结合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说，将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作为根本，从识岗、跟岗、定岗、顶

岗这四个方面进行学生的评价，做到教师、实验室、企业的联合考核，使评价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始终，

确保评价的精准性，明确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2) 构建标准明确且形式多样的教师评价体系 
职业本科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发挥着重要作用。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纳入教师评

价体系中。结合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出社会实践、校级、院级三个层面教师问卷指标体系，

社会实践指的是教师利用寒暑假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教师参与寒暑期教学能力提升社会培训等；校

级教师评价指的是教师本人或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校级、省级、国家级三个层面的职业技能竞赛；院级教

师评价指的是针对授课质量、课程质量的整体评价。 
3) 构建实践教学质量评价监控和反馈制度 
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要具备监控和反馈的能力，要制订标准化的评价计划，才能

推动实践教学评价活动的有序开展，确保其固有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实践教学的评价主体应落实多元

化，评价部分应由校外专业机构、企业人员、校内行政部分、校领导、教师、学生等相关人员共同组成；

评价活动做到全程化，评价活动也从多个维度进行，如工作例会、督导检查、同行评价、App 软件调查、

实践教学工作简报、学生评教、教师与学生座谈等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与反馈体系。 

4. 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实践教学改革成效 

经过 2020~2022 年的智能控制工程类专业群实践教学改革，学生在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职业证书取

得、就业等方面，教师在教学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及职称晋升等方面，均取得较为显著效果。 
学生方面： 
1) 共有 50 多名学生通过 1 + X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能中级等级证书，这些同学均与长三角

地区的智能制造企业签订了实习就业协议。 
2)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在江西省教育厅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和教育部颁布的 56 项学

科竞赛中，共取得国家级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4 项，省级一等奖 12 项的好成绩。 
3) 积极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件，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7 件，发表研

究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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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方面： 
1)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智能控制技术教师团队于 2021 年 11 月被江西省教育厅纳入到“江西省职

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验收评价范围。 
2) 2021 年教师团队成员成功获批江西省重点教改课题“职业本科高校‘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研

究与实践”、校级重点教改课题“融赛入课，职业本科《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

实践”各 1 项。获批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2 项。 
3) 2021 年教师团队联合企业工程师，编著活页式教材《单片机原理项目实训》《嵌入式原理项目实

训》两本。 
4) 2022 年教师团队中共有 5 名教师申请江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1 名教师获得江西省

第五届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 

5. 结束语 

探索职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是试点职业本科高校当前的责任与担当。本文分析目前职业

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构建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管理体系、实践

教学评价体系等方式，使得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全面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明显提升，企

业得到适岗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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