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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课程改革新趋势



背景分析



世界职业教育
的

改革与发展

以可持续的社会
发展需求为动力

以创新性的科学
研究成果为基础

以多元化的
开放运行体
系为依托

以互动性的
国际职教合
作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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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及建立相关
机制将职教融入
终身教育体系

立法及建立相关
机制将职教融入
终身教育体系

制定灵活的
政策和措施

制定灵活的
政策和措施

实施职业资格预
测、职业指导咨询
和强化创业教育

实施职业资格预
测、职业指导咨询
和强化创业教育

以劳动力市
场的变化与
发展为动力

以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
展为动力

以个人的
可持续发
展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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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持续的社会
发展需求为动力



““为了工作而学习为了工作而学习””
————OECDOECD国际职业教育研讨会国际职业教育研讨会

（（20092009年年33月月2323日，瑞士）日，瑞士）

• 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① VET课程应同时满足学生和雇主的

需求；② VET体系中政府、雇主和学生个人的成本分摊应正

确反映出各方权益者的利益所得；③ 雇主应深度参与课程开

发，以确保VET系统所传授的知识能够满足现代工作岗位的

需要；④ VET体系应为年轻人提供通用的、迁移性强的技

能，以便转岗及终身学习的需求。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职

专门化技能，以满足雇主的现实需要。

(OECD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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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专业
性职教科
研机构

选择创新
性职教科
研课题

推广应用
型职教科
研成果

开展就业
导向职教

研究



以互动性的
国际职教
合作为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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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政府
部门间开展的
双边职教合作

各国民营职教
与培训机构相
互间开展的双

边甚至多边合作

由相关国际组
实施的多边国
职教合作项目



职业教育各方权益者
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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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技术飞
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自身改革
发展的需求

职业教育
课程改革



对于几个基本
问题的再认识



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教育
（总目

（本类型教育的显性教育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特性：生存权；共性：发展权

基于科学发展的类型观

发现人的价值
发掘人的潜能
发展人的个性

为学生一生的
发展与幸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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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教育目标的界定

（显性目标）

学历文凭的获得 职业岗位的获取

课程内容的选择 以学科体系为参照的
陈述性知识

以工作过程为参照的
过程性知识

课程内容的排序 各门学科课程的平行
排列

各类教学性工作内容
的串行组合

教学过程的实施 以学科性原则为导向
的教学

以行动为导向的教学

教学方法的选取 基于教育科学的教育
学与教学论（归纳、
演绎、分析、综合
等）

基于职业科学的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论（项
目、案例、仿真、角
色扮演等）

教学结果的评价 显性能力评价：注重
知识的量化

隐性能力评价：注重
知识的内化



满足社会需求，
培养为社会直接
创造价值的高素
质劳动者和专门
人才

满足个性需求，
促进以形象思维
为主的另类智力
特点的青少年成
才

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
双重性原则：功利性与人本性的融合

显性目标（就业） 隐性目标（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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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发展的智能观

抽象思 形象思

多元智能
理论

逻辑、数理智能 身体、动觉智能

其它智能类型

低龄或初始阶段的智能类
（单一性特征）

伴随能力提高的多元智能发展趋

基于主导性智能类型的多元智能平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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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发展的基础观

基于建筑学的基础观

基于生物学的基础观

基于整体性的基础观

基础不是事先完全打好的，基础的
形成是个生成的过程；基础不是终
身一成不变的基础的形成是个发展
的过程（注重职业行动知识的掌握、
职业行动能力的培养）

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求发展；发展
的空间和过程受到先前基础水平的
制约

基于生物学的基础观，把基础的发
展置于社会、技术与职业发展的大
环境中来考察。在考虑个体因素的
同时，注重环境与个体，个体与职
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与互
动，寻求基础发展方案的优化（注
重职业行动知识的掌握、职业行动能
力的培养、注重人与环境的互动）

整体性
关联性
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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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发展的能力观

综合职业能
力的培养 方法能力 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 ＋

学会学习
学会工作

掌握技能
掌握知识

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

关键能力
的形成

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化或者当职业发生变
更的时候，这种能力依然存在从而能重
新获得新的知识或新的技能（姜大源）

发展能力
的获得

在本职业或其它相关职业领域，通过不
断的职业实践并逐步自觉地将技能、技
术、知识与人文的发展融入其中，实现
从新手到专家的跃迁并最终成就人的全
面发展（吴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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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能力

人际交流能力

自信心

社会责任心

妥协能力

法律意识

职业道德
……

社会能力 方法能力

再学习能力

自我控制与管理
能力

做决定和计划

的能力
评价（自我、他

人）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
……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与技能

知识、技能的
运用与创新能力

工作工具使用能
力

与工作岗位相关
的法规、条例运用
能力

……



只是智力类型的不同
而非智力水平的高低

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

基于科学发展的人才观

普
通
教
育
学
生
与
职
业
教
育
学
生

具备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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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发展的课程观

学科体系
的课程
模式

学科整合
的课程
模式

主题导向
的课程
模式

行动体系
的课程
模式

量变

质变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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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发展观的
课程演变及内涵分析



部分对于
中国职教
课程改革
产生重要
影响的国
外先进经

验

世界劳工
组织技能
模块课程
（MES）

加拿大社
区学院能
力本位模

式
（CBE）

德国的核
心阶梯课

程

澳大利亚
培训包

英国
BETEC
课程

德国学习
领域课程

吴全全



学习、借鉴的成果

专业设置方面，逐步以职业分析为导向。

培养目标方面，逐步以职业能力为本位。

课程开发方面，逐步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教学组织方面，逐步以受教育者为主体。

考试考核方面，逐步以职业岗位的要求为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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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课程发展中的“四个模式”与“三个演变”

学科体
的课程
模式

学科整合
的课程
模式

主题导向
的课程
模式

行动体
的课程
模式

量变

质变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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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课程模
式演变的主体脉络

学科体系的课程
模式

学科整合的课程
模式

主题导向的课程
模式

行动体系的课程
模式

分科课程 综合课程
核心课程

（主题课程、
职业活动课程）

工作过程
系统化课程

模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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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课程模式的主要特点

在内容的选择方面，体现为基于学科内容为
中心的课程设计；

在内容的排序方面，体现为基于学科相关性
的课程排序；

在内容的传授方面，体现为基于知识体系的
以课堂授课为主的传授方式。



1.1 “单科分段式”课程

分科课程的一种变式：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
分列出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
优势：其中的实践课程部分保证了实践课程的
地位；

不足：其中的理论课程部分强调学科体系，课
程内容不适合对应用性人才的知能结构的要
求；强调理论性，与职教的应用性原则相去甚
远，不利于学生学习；强调学科独立性，割裂
了专业知识在职业中的关联。



2.学科整合的课程模式
“三专课” （综合课程） ：专业理论、专业
计算、专业制图
在课程内容选择方面，它针对职业技能或能
力建构的需要，把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密切联
系和相互配合的学科知识加以综合，组成一
门课程；
在课程内容的排序方面，既考虑到学习者的
心理认知顺序，又考虑到知识本身的逻辑顺
序。
优势：围绕职业技能或职业能力需要，将多
门平行设置的教学科目整合为几门科目；
不足：保持了学科课程的基本形式，仍然无
法真正满足职业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



评价：由学科体系课程
到学科整合课程的演变

在课程数量减少的同时，学科形式依然存
在。所以，此时课程变革的本质仍属学科
体系范畴内的量变过程。



3.主题导向的课程模式

“核心课程” ：也称为“主题导向课程” ，其主
题即核心，可以是项目、任务、实验、问题，甚至
是设备等。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以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
顺序为逻辑线。以问题为核心，凡是与解决实际问
题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就成为课程的中心内容。
在课程内容的排序方面，知识、技术、经验、手段
和方法的传授伴随着解决问题的过程展开。
优势：吸收了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优点，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
不足：拘泥于具体项目或任务，缺少教学论与方法
论层面的整合的工作过程知识。



“模块课程”（从综合课程到主题导向课程之间的过
渡形式）：每个教学单元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完
整的学习内容和确定的考核标准。

在内容的选择方面：基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人
才培养目标，开发出大批相应的教学单元。

在课程的排序方面：结合学生的需要，通过对于模
块的灵活组合，编制成课程。

优势：灵活性、针对性、现实性。

不足：部分模块仍为学科体系，模块与模块之间缺
乏基于教学论与方法论的逻辑联系

3.1 模块课程



评价：由学科整合向主
题导向课程模式的变革

课程的学科形式开始消失，代之以项目、
任务等。同时，知识排序的方式也发生了
变化。此时的课程变革已产生了质变。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

从职业分析、岗位能力的要求入手，以职业能
力的培养为目标；

以项目、任务为载体，关注单个项目或任务中
的具体工作方法



通过多种载体（项目、任务、案例、设备等）训练
学生对于普适性工作过程的理解和掌握。

既符合职业工作过程的逻辑顺序又符合人类认知规
律的逻辑顺序

特点：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
的培养，并最终形成及职业综合能力。同时，对于
教师、实践条件、企业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要求较
高。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吴全全



项目课程与工作过程
系统化课程的区别简析

项目课程：关注单个项目中的具体工作方法。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每一门课（学习领域）都
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

吴全全



综述（1）

中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是伴随着对于国
外职业教育先进理念与实践成果的学习与
吸纳，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与本国
职业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不断摸索，总
结经验，逐步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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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2）

中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经历了从固步自
封的闭门造车，到关注他人经验的潜心学
习；从消极被动的照搬与模仿，到积极主
动的实践与反思；从崇尚学科体系的知识
传授到注重行动体系的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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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3）

目前，中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特点主要
体现为：在逐步转变教育观念的前提下，
探索符合职业教育自身规律的课程开发的
理论基础，积极投身教学实践，力求构筑
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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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
基本概念、主要特征与设计方法



基本概念



两个重要概念：两个重要概念：
工作过程与工作过程知识工作过程与工作过程知识



工作过程是“在企业里为完成一件

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
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德），
“是一个综合的、时刻处于运动状
态但结构相对固定的系统”
（中）。



工作过程的几个基本特征

综合性（综合的）：综合了知识、技能与态度
（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

动态性（时刻处于运动状态的）：由于社会和
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于岗位需求的变化，因此
工作过程的要素（对象、内容、手段、组织、
产品、环境）总在不断变化；

相对稳定性（结构相对固定的）：资讯－决策
－计划－实施－检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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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知识

工作过程知识是隐性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的集成。是与具工作过程知识是隐性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的集成。是与具

体的工作情境直接相关、能够直接指导实际工作的显性知识。体的工作情境直接相关、能够直接指导实际工作的显性知识。

是以实践经验、技能和理论为基础，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是以实践经验、技能和理论为基础，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

的、某个职业的、某个职业““做什么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和和““怎样做更好怎样做更好””的知识。通的知识。通

过工作过程知识的积累，即工作过程知识在隐性与显性之间转过工作过程知识的积累，即工作过程知识在隐性与显性之间转

换，并以螺旋上升形式提高，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得到发展。换，并以螺旋上升形式提高，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得到发展。

姜大源、吴全全



实践知识 理论知识

工作过程知识

与情境相关的
隐性的

（经验、策略
等）

与情境无关的
指导行动的

与科学相关的
行动证真的

（原理、公式等）

与情境相关的
指导行动的

显性的

主观的 知识 客观的

作为实际知识与理论知识以及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关联的工作过程知识
（Klein, Rauner, Reinhold, Roeben, 2002）

工作过程知识的形成——《当代德

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



行动领域、学习领域、行动领域、学习领域、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

行动领域（开发平台）：是与本职业紧密相行动领域（开发平台）：是与本职业紧密相
关的职业情境中构成职业能力的工作任务的关的职业情境中构成职业能力的工作任务的
总和，采用工作过程描述的方式，体现了职总和，采用工作过程描述的方式，体现了职
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需求。它是工作过程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需求。它是工作过程
导向的课程基础。导向的课程基础。
学习领域（课程名称）：是一个由职业能力学习领域（课程名称）：是一个由职业能力
描述的学习目标、工作任务陈述的学习内容描述的学习目标、工作任务陈述的学习内容
和实践理论综合的学习时间（基本学时）三和实践理论综合的学习时间（基本学时）三
部分构成的学习单元。它是工作过程导向的部分构成的学习单元。它是工作过程导向的
课程方案。课程方案。
学习情境（实施方案）是在工作任务及其工学习情境（实施方案）是在工作任务及其工
作过程的背景下，将学习领域中的能力目标作过程的背景下，将学习领域中的能力目标
和学习内容进行基于教学论和方法论转换和学习内容进行基于教学论和方法论转换
后，在学习领域框架内构成的后，在学习领域框架内构成的““小型小型””的主的主
题学习单元，例如，项目、任务、案例、产题学习单元，例如，项目、任务、案例、产
品等。品等。



主要特征



理论

技能 价值

工作过程
系统化
课程

吴全全



职教领域的价值体现

职业道德：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克己奉公、开
拓进取……
团队精神：团结友爱、协作意识、交流沟通……
企业文化：了解企业、适应企业、融入企业……
环保意识

……
（上述价值只有在工作过程中才能得以充分体现）

吴全全



通过多种载体（项目、任务、案例、设备等）训练
学生对于普适性工作过程的理解和掌握。

既符合职业工作过程的逻辑顺序又符合人类认知规
律的逻辑顺序

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培
养，并最终形成及职业综合能力。同时，对于教
师、实践条件、企业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要求较高。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吴全全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方法



课程内容
排序标准

课程内容
选择标准

课程开发的基本要素



内容选择
与编排：
以工作过
程为参照

系

内容传
授：以行
动为导向
的教学

内容定
向：以职
业能力的
培养为目

标

德国“学习
领域”课程

改革概览

吴全全

技术、劳动组织、
职业资格的变化

职业行动能力：专业能

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

创新能力、
应对变化

学科体系、职教课
程内容选取之差异

课程内容按工作
过程而不是学科
体系框架排序 不排除学科体系

以获取职业能力的
工作过程为参照系

使学习过程与工作
过程具有一致性



决策

评估

资讯

计划

实施检查

现实职业工作过程的系统化 职业院校教学过程的系统化

教育职业

（职业性专业）

学习领域

（专业课程体）

学习情境

（教学单元）

职
业
成
长
规
律
（
由
新
手
到
专
家
）

职
业
成
长
规
律
（
由
新
手
到
专
家
）

学
习
认
知
规
律
（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

+

职业工作目标 学校教育目标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五性”原则

合理性

可行性

规律性

创新性

前瞻性

吴全全



工作任务分析
行动领域归纳

学习领域转换

教学过程
方案设计

姜大源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基本思路

行动领域

学习领域

学习情境工作过程分析

教学过程分析

实际的工作任务

整合的工作任务

学习性的工作任务



实际的工作任务分析
（基于工作过程的描

整合的工作任务归纳
（基于工作过程的描

学习性的工作任务归纳
（基于工作过程的描

依据：基于职业资格标准、
方法：采用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
地点：企业 +学校

人员：技术工人、技术员或工程师、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依据：基于认识规律排序：简单—复杂；单一—综合；低级—高级

方法：采用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
地点：学校

人员：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

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材编
（个性化、普适性）

依据：基于工作过程要素：工作任务—工作结果（工作对象、工作
内容、工作手段、工作组织、工作产品、工作环境）

方法：采用六步法（思维过程完整性：咨讯、决策、计划、实施、
检查、评价）

形式：项目、任务、范例、案例、设备、实验、厂家等
地点：学校

人员：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依据：基于职业资格标准：
方法：采用问卷、访谈、研讨等方式
地点：企业

人员：技术工人、技术员或工程师、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依据：基于认识规律编排：简单—复杂；单一—综合；低级—高级

方法：采用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
形式：活页、工作页、手册、教师用书、学生练习册、课件等资源
地点：学校+出版社

人员：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出版社编辑

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开发基本路线



学习情境1
（主题学习
单元）

学习情境2 
（主题学习
单元）

学习情境3 
（主题学习
单元）

… 学习情境M 
（主题学习
单元）

学习领域1
（课程1）
学习领域2
（课程2）
学习领域3
（课程3）
…

课程N

工作过程系统
化课程开发概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的
工
作
过
程

资迅 决策 计划 实施 检查 评价



Hunan Railway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德高职师资培训项目结题汇报————中德高职师资培训项目结题汇报中德高职师资培训项目结题汇报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方案设计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方案设计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方案设计

张莹、李移伦、余娟



行动领域
转化学习

领域

将行动领域与学
习领域对应

确定基础学习领
域、专业学习领
域、拓展学习领
域

针对专业主要
工作岗位进行
企业调研与座
谈

确定典型工作
任务

划分行动领域

典型工作
任务分析

引入现场实际项
目

由易至难、由简
至繁设计教学情
境

开发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的学习情
境

设计
学习情境

设计教学情境
具体实施环节

开发项目任务
书、引导文等

融社会能力和
方法能力的培
养于学习过程

教学实施
设计

合理组织，将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有效融入专业教学合理组织，将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有效融入专业教学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设计方法1：
行动领域的
分析与归纳



社会

企业

要

求 顾客

工作过

程步骤

接受工
作任务

规划工
作任务

实施工
作任务

完成工
作任务

行动步骤范

畴

工作：

对象、手段、方法

组织、产品、环境

企业工作过程调查框架

姜大源

资讯 决策 计划 实施 检查 评价



三、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3.1  实施步骤三、三、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3.1  3.1  实施步骤实施步骤

针对岗位进
企业调研

确定典型工作任务

了解其工作过程、
工具、工作方法

划分典型工作任
务，确定行动领域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5%E7%D7%D3%BA%B8%BD%D3&in=28944&cl=2&cm=1&sc=0&lm=-1&pn=77&rn=1&di=2325681056&ln=1959


典型工作任务

电工基本工具和仪器的使用
识别及应用电路基本元件
……
安全用电方案选择与触电急救

选择与检测电子电路元器件
使用与维护电子测量仪器
……
调试与测试电子电路

绘制电子电路原理图
设计电子线路PCB图
……
设计电子产品布局及外观

识读电子产品工艺文件
采购电子元器件（询价与下单）
……
检验电子产品质量
电子产品生产管理

三、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 3.2 确定行动领域三、三、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 3.2 3.2 确定行动领域确定行动领域

行动领域

电气安装的规划与实施

电子电路的分析与应用

电子产品制图与制版

电子产品装接的规划与实施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典型工作任务

分析设计MCU电子电路
……
制作与调试单元电路

设计与调试电子产品程序
……
测试电子产品功能与性能

设计产品整机的结构
……
撰写整理新产品技术文件

调研分析电子产品市场
……
设计选择电子产品方案

实际电子信息系统的构成分析
根据客户需要选择信息系统配置方案
……
设备选型

选择电子信息系统方案
……
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

电子信息系统故障分析
……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改造
电子信息改造系统客户移交

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 确定行动领域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典型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 确定行动领域确定行动领域

行动领域

硬件电路设计与测
试

软件设计与调试

设计文件编制与整
理

电子产品设计方案
制定

简单电
子信息
产品设
计的规
划与实

施

电子信息系统的配置与选型

电子信息系统的安装与运行

电子信息设备的维修与改造

（续）

湖南铁道职
技术学院



设计方法2：
学习领域的
转换与形成



教学化的工作过程教学化的工作过程

教学化的工作过程不是对现实工作过程的简单复制，是由简单到教学化的工作过程不是对现实工作过程的简单复制，是由简单到
复杂、由单一到复合的培养职业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教学过程。复杂、由单一到复合的培养职业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教学过程。

教学化的工作过程可以按工作的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也可以按教学化的工作过程可以按工作的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也可以按
业务环节的时间先后顺序。这两种方式，不是截然割裂，而是相互业务环节的时间先后顺序。这两种方式，不是截然割裂，而是相互
交融。交融。

教学化工作过程的载体：以典型的工序、工作步骤；教学化工作过程的载体：以典型的工序、工作步骤； 以典型的以典型的
业务环节；以典型的服务；以典型的事件；以典型设备（工具）；业务环节；以典型的服务；以典型的事件；以典型设备（工具）；
以典型零部件等。以典型零部件等。



教学化的工作任务教学化的工作任务

是该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是该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

有教学价值有教学价值————需要通过需要通过““讲、学、做讲、学、做””才能获得的职业能才能获得的职业能
力。力。

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难点。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难点。

技术重点。技术重点。

质量重点、安全重点。质量重点、安全重点。

工作中易出错之处。工作中易出错之处。



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4.1 确定学习领域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4.1 4.1 确定学习领域确定学习领域

电气安装的规划与实施

电子电路的分析与应用

电子产品制图与制版

电子产品装接的规划与实施

硬件电路的设计与测试

电子信息系统的配置与选型

电子信息系统的安装与运行

电子信息系统的维修与改造

学习难度范围1

学习难度范围2

学习难度范围3
软件设计与调试

设计文件编制与整理

产品设计方案编制

学习难度范围4

基础能力基础能力
单一能力单一能力

实用能力实用能力
综合能力综合能力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4.2 学习领域框架计划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4.2 4.2 学习领域框架计划学习领域框架计划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专
业
框
架
计
划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技
术
专
业
框
架
计
划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4.3 学习领域描述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四、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4.3 4.3 学习领域描述学习领域描述

学习领域4 时间安排 第二学期

学习难度范围：2 （学时） 84

学习目标

学生利用已有的电子电路制作与调试的基础，根据加工合同的要求，针对需装接的电子产品，能与
客户沟通并制定装接规划：

了解产品的加工特点，根据现有加工条件分析加工的可能性和限制因素；
选择装接材料与装接工具，从质量与经济的角度考虑设计装接工艺流程；

根据工艺流程，制定生产工作计划，编制装接工艺卡、生产记录文件；
合理预算装接成本，预测产品质量目标，阐述装接规划并获取客户的认同；

学生根据产品装接的规划，组织电子产品的装接生产，并完成电子产品的检验与交付，评价生产过
程，并能提出优化方案：

能够分拣元器件，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器件成形操作，进行元器件的插装与导线加工；
能够手工或使用设备完成焊接、补焊、装配、老化；
会使用常用工具、仪表进行质量检验，并交付客户；
能够合理评价生产工艺与组织管理，提出优化方案；

了解国家的质量三包规定及厂家相关的服务承诺

学习内容

●电子产品的装接工艺 ●元器件的分拣
●成形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插装生产线的使用与维护
●元器件插装与导线的加工 ●手工焊接与拆焊、贴片焊接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浸焊、球形焊接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产品的老化工艺、老化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电子产品的装配、装配生产线的使用与维护 ●半成品与成品的检验、不合格产品的处理
●客户合同分析、成本意识与成本核算 ●车间管理文件、生产计划的制定

●生产任务分配、生产过程规范管理 ●生产质量监控、产品质量评价和交付
●生产实施的组织与协调 ●劳动意识与环保意识

电子产品装接的规划与实施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方法3：
学习情境的
设计与开发



课程/学习领域

目标描述

内容

教学化工作任务教学化工作任务 分分
解解

教学化的工作任务教学化的工作任务11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11

教学化的工作任务教学化的工作任务22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22

教学化的工作任务教学化的工作任务nn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nn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
一个教学化的工作任务一个教学化的工作任务

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为了运用到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为了运用到
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生在
此过程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工作此过程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工作
过程知识，形成职业能力。过程知识，形成职业能力。

完成工作任务的技能的训练。完成工作任务的技能的训练。

针对现实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设针对现实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设
计教学环节，重点的反复的训计教学环节，重点的反复的训

练。练。

设计一些设计一些““错误错误””，训练学生发，训练学生发
现和避免、改正错误的能力。现和避免、改正错误的能力。

训练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训练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教、学、做，一体。教、学、做，一体。

可以项目、设备、案例的形式可以项目、设备、案例的形式

教学时间可以是按学时、也可教学时间可以是按学时、也可
以天为单位。以天为单位。



学
习
领
域
设
计
：
纵
向

3+1
原
则

学习情境设计：横向3+1原则

1.每一学习情境都为完整的工作过程

2.各学习情境应该为同一范畴的事物

3.学习情境呈平行、递进或包容关系

1.每一学习领域都是完整的工作过程

2.各学习领域排序遵循职业成长规律

3.各学习领域排序符合认知学习规律

4.特定情况可设计部分公共学习情境

4.特定情况学习领域可为功能性步骤

姜大源 2008

思
维
过
程
的
完
整
性

时间-空间

载体



学科体系
的解构与
行动体系
的重构

学科体系
的解构与
行动体系
的重构

学习任务2学习任务2学习任务1学习任务1

研究完成综合性学习任务需要的知识研究完成综合性学习任务需要的知识

设计思路（主题学习单元载体的选择）设计思路（主题学习单元载体的选择）

综合性学习任务
●以实现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目标为设计依据

●将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全部内容具体化

●以具体的产品为载体，非一般实验和实训

●具有综合性、可扩展性，给学生足够发挥空间

完整的工作过程 完整的工作过程 完整的工作过程

更复杂的完整的工作过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情境1学习情境1 学习情境2学习情境2 学习情境3学习情境3 学习情境4学习情境4

内
容
、
难
度

工作过程

教师传授
学生自主

难度

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学生越来越成为主体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学生越来越成为主体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 5.1设计思路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 5.15.1设计思路设计思路

学
生
独
立
完
任
务
的
能
力
加
强

老
师
指
导
成
分
减
少

学习情境1－封闭型
全面指导完成任务

学习情境2－封闭型
加强自学能力

学习情境3－开放型
强化计划与自查能力

学习情境4－开放创新型
强化独立完成工作过程及创新能力

电子产品基板的手工制作

(以台灯调光控制器的制作为项目载体) 

电子产品基板的流水线加工

(以电热水器控制板流水线加工为项目载体) 

电子产品整机装配

(以指针式万用表装配为项目载体) 

通信接口电缆的制作通信接口电缆的制作

((以电脑与打印机的通信电缆为以电脑与打印机的通信电缆为项目载体项目载体) ) 

通过完成渐次复杂的工作任务，不仅强化了专业能力，学生的团队合作、沟通等
社会能力不断增强，分析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方法能力得以
提升。

由
详

至
简

的
引

导
文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5.2 学习情境的设计（4.1）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5.2 5.2 学习情境的设计学习情境的设计（（4.14.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5.3 学习情境总体设计框架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五、学习领域到学习情境－－5.3 5.3 学习情境总体设计框架学习情境总体设计框架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六、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6.2 教学设计六、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六、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6.2 6.2 教学设计教学设计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六、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6.2 教学设计六、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六、学习情境的教学设计－－6.2 6.2 教学设计教学设计

（续上）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反馈表

项目反馈表

六、教学组织与实施－－6.3 教学资源六、教学组织与实施－－六、教学组织与实施－－6.3 6.3 教学资源教学资源

以学生为中心

学习情境

授课说明

项目引导文

学习资料

工艺文件 练习题

评价表

班组、教师检查表

自查、互查表

反馈表

检查单

自查、互查表 教师检查表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情境
设计案例



数控车工艺编程——学习情境设计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目标目标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1 1 
任务任务11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55
任务任务55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22
任务任务22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33
任务任务33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44
任务任务44

目标目标 目标目标 目标目标 目标目标

车圆柱面、车圆柱面、
阶台、锥面阶台、锥面
的程序设计的程序设计

车圆弧面、车圆弧面、
螺纹的程序螺纹的程序
设计设计

车内外圆柱车内外圆柱
面、阶台、面、阶台、
锥面、圆弧锥面、圆弧
面、螺纹的面、螺纹的
程序设计程序设计

车椭圆弧车椭圆弧
面的宏程面的宏程
序设计序设计

利用利用CAMCAM软软
件设计程件设计程
序序

载体4：零件（任



汽车底盘控制系
统诊断和修复

工 作 实 际

教 学 条 件

师 资 状 况

学 生 状 况

区 域 特 征

教 学 时 间

学习领域“汽车底盘控制系统诊断和修复”学习情境设计

载体5：现象（对

威海职业学院



柱钢筋柱钢筋
施工施工 墙钢筋墙钢筋

施工施工
梁钢筋梁钢筋
施工施工

基础钢基础钢
筋施工筋施工

钢筋工程钢筋工程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

板钢筋板钢筋
施工施工

学习领域学习领域99————学习情境设计学习情境设计

楼梯钢楼梯钢
筋施工筋施工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4

情境5

情境6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载体2：构件（内



面向个
购物的
淘宝网

面向企
内贸的
慧聪网

面向企业
外贸的

中国制造

面向企业
内外贸的
阿里巴巴

网店建设与推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载体10：业务领
（对象+内容）

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



宴会
设计
与服务

学习情境1
中式
生日宴

学习情境5
中式
婚宴

学习情境6
中西结合式
宴会

学习情境4
西式

冷餐婚宴

学习情境3
中式
谢师宴

学习情境2
庆典

鸡尾酒会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载体13：种类（内



情境二
大棚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二
大棚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三
日光温室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三
日光温室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四
连栋温室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四
连栋温室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五
设施园区的
规划与建设

情境五
设施园区的
规划与建设

情境一
简易设施的
建造与维护

情境一
简易设施的
建造与维护

设施建造
与维护

设施建造
与维护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载体17：设施（对



园艺作物
病虫害防治

真菌
病害
诊断
与

防治

细菌
病害
诊断
与

防治

病毒
病害
诊断
与
防治

生理
病害
诊断
与
防治

食叶
害虫
识别
与
防治

吸汁
害虫
识别
与
防治

钻蛀
害虫
识别
与

防治

地下
害虫
识别
与

防治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
载体18： 种类（对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全部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全部学习领域及其学习情境学习领域及其学习情境

学习领域
学习

情境

1

学习

情境

2

学习

情境

3

学习

情境

4

学习

情境

5

学习

情境

6

学习

情境

7

1.工种技能实训
钢筋工
技能

操作

模板工

技能

操作

架子工

技能

操作

混凝土
工技

能操作

管道工

技能

操作

焊工技
能操作

2.市政工程基础

学习领域

市政施
工图绘

制
… …

3.工程材料与检测

(试验员学习领域)

砂石材
料检测

石灰水泥
检测

建筑钢材
检测

水泥混
凝土和
砂浆的
检测

沥青及混
合料检测

土工

材料

实验

… …

4.市政工程测量

(测量员学习领域)

水准

测量

高程

测量

角度

测量

距离丈
量和直
线定向

平面控制
测量

全站仪
测量

道路中线
定位放线

5.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道路施工员学习领
域)

市政道
路土石
方路基
施工

市政道路
基层施工

市政水泥
混凝土路
面施工

市政沥
青混凝
土路面
施工

市政道路
排水构造
物及挡土
墙施工

市政人
行道、
侧平石
附属结
构施工

… …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载体：
材料

载体：
任务



学习领域
学习

情境

1

学习

情境

2

学习

情境

3

学习

情境

4

学习

情境

5

学习

情境

6

学习

情境

7

学习

情境

8

学习

情境

9

学习

情境

10

6.市政桥梁工程
施工(桥梁施工员
学习领域)

市政
桥梁
钻孔
灌注
桩施
工

市政
桥梁
沉入
桩施
工

桥梁
下部
结构
墩台
施工

桥梁上
部结构
现浇砼
施工

桥梁
上部
结构
预制
安装
施工

桥梁
预应
力砼
张拉
施工

梁式

桥施

工

斜拉
桥施
工

钢构
桥施
工

…

钻进

施工

7.市政管道工程
施工(管道施工员
学习领域)

铸铁
管道
开槽
施工

UPVC
管道
开槽
施工

混凝
土管
道开
槽施
工

PE管道
开槽施
工

热力
管道
开槽
施工

燃气
管道
开槽
施工

构筑

物施工

顶

管

施

工

盾

构

施

工

8.市政工程造价
实务(造价员学习
领域)

市政
道路
工程
计量
与计
价

市政
桥梁
工程
计量
与计
价

市政
管道
工程
计量
与计
价

市政工
程预算
及计价
软件

市政
工程
招投
标

市政
工程
合同
管理

… …

9.职业资格认证
课程

市政
工程
案例

… …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载体：任务
（类别）

载体：业务
（对象）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全部学习领域及其学习情境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全部学习领域及其学习情境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全部学习领域（课程）学习情境开发

类
别

序
号

学习领
域

学习
情境1

学习
情境2

学习
情境3

学习
情境4

学习
情境5

学习
情境6

学习
情境7

学习
情境8

学习
情境9

1
应用
数学

刀具、零
件的角度
计算

电工向量计算

电流变
化率与
误差计
算

电路物理
量的计算

最优化问
题数模模
型

2
实用
英语

车间接待
外宾

产品介绍
撰写求
职信

识读自动
线英文说
明书

识读数控
机床说明
书

3
岗位体
能与体
育训练

心肺耐力
训练（游
泳）

抗挫折能力、
竞争意识训练
（篮球）

平衡能
力与协
调性训
练（轮
滑）

灵活性与
反应能力
训练（乒
乓球）

岗位体能
训练

4
职业观
与职业
道德

“寻找适
合自我发
展的根据
地”职业
意识专题
研讨

“天生我才必
有用VS天生我
财必有用”职
业价值观主题
辩论

“我用
我手搏
命运”
职业理
想演讲

“细节决
定成败”
职场规则
漫谈

“服从
力、执行
力”职业
操守现场
演示

“和谐
的追
求”职
业交往
角色表
演

“让青
春之花
在职场
绽放美
丽”职
业形象
展示

“企业文
化面面
观”企业
文化调研

“职
业商
数”
综合
测评

基
本
素
质
学
习
领
域

5
口才与
应用文
写作

接待家长
来访

活动策划
求职应
聘

追忆似水
流年主题
演讲竞赛

应用文撰
写

载体：问题

载体：任务

载体：项目

载体：活动载体：活动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全部学习领域（课程）学习情境开发

类
别

序
号

学习领域
学习
情境1

学习
情境2

学习
情境3

学习
情境4

学习
情境5

学习
情境6

学习
情境7

1
计算机操
作与应用

标书的
文字录
入与排
版

标书的
图片处
理

标书的
报价表
格制作

标书的
数据统
计与分
析

标书的
打印输
出与邮
寄

标书的
演示文
稿制作

标书的
综合制
作

2
图样的识
读与绘制

轴套类
零件的
测绘与
识读

盘盖类
零件的
测绘与
识读

箱体类
零件的
测绘与
识读

装配图
的绘制
与识读

照明电
路图绘
制

机床电
器系统
控制电
路图的
绘制

3
机械设计
分析与实
践

物料翻
转机构
设计

减速器
结构与
选用

带传动
选用

物料翻
转机器
的总体
设计

岗
位
基
本
领
域

4
电工电子
产品的制
作与调试

照明电
路的安
装与调
试

低压配
电柜的
装配与
调试

分立式
功率放
大器的
制作与
调试

直流稳
压电源
的制作
与调试

数字钟
的制作
与调试

载体：活动载体：活动

载体：活动载体：产品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类
别

序
号

学习领域 学习
情境1

学习
情境2

学习
情境3

学习
情境4

学习
情境5

学习
情境6

学习
情境7

学习
情境8

学习
情境9

学习
情境10

学习
情境11

学习
情境12

学习
情境13

5
手工与机
械加工

门轴加
工

千斤顶
加工

建筑钢
筋缠绕
钩加工

正方体
凸凹配
合加工

齿轮加
工

农用机
械传动
轴加工

四方开
口与燕
尾锉配

样板加
工

小台虎
钳加工

钻床夹
具加工

小板凳
焊接

小轴磨
削加工

农业机
械皮带
轮铸造

6
自动线的
安装与调
试

供料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检测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加工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搬运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暂存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组装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分拣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制盖系
统的安
装与调
试

机械手
的操作
与维护

自动线
系统的
安装与
调试

7 数控加工

直线外
形轴类
零件加
工

圆弧外
形轴类
零件加
工

螺纹外
形轴类
零件加
工

盘类零
件加工

凸轮廓
类零件

凹轮廓
类零件

钻孔类
零件

镗孔类
零件

曲面类
零件

综合类
零件

8
产品工艺
识读与编
制

转子加
工工艺

端盖加
工工艺

驱动齿
轮加工
工艺

机壳加
工工艺

罗茨流
量计总
成装配
工艺

基
本
素
质
学
习
领
域

9
机床电气
系统检测
与维修

CA6140
车床电
气系统
的检测
与维修

M7120
磨床电
气系统
的检测
与维修

Z3050
钻床电
气系统
的检测
与维修

X62W铣
床电气
系统的
检测与
维修

FANUC 
Oi 数
控系统
的检测
与维修

FANUC 
Oi伺服
驱动系
统的检
测与维
修

FANUC 
Oi主轴
驱动系
统的检
测与维
修

10
机电产品
生产管理
与营销

机电企
业概况
调查

机电产
品(气
缸)生
产管理

机电产
品(刀
具)营
销

顶岗实习

岗位

扩展

提升

领域 专 业 选 修
课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全部学习领域（课程）学习情境开发

载体：零部件

载体：设备

载体：零部件

载体：产品

载体：设备

载体：产品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职教教师的能力构成

掌握专业科学
知识的能力
（专业理论）

具备职业教育教学
过程的实施能力

（教育理论的
教学实践）

具备与专业相关
的职业实践能力

（专业理论的职业
实践）

掌握职业教育
学知识的能力

（教育理论：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法、教学论）

课程新模式对于职教教师的新要求

吴全全



通往课程新模式之桥：
职教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学科体系
课程模式

学科整合
课程模式

主题导向
课程模式

行动体系
课程模式

由新手到

专家

吴全全



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教育
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能力

职教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涵

职教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基础

吴全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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