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１．０４８

高职教师：咋做 ①

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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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下，高职教师的

努力方向，包括树立正确理念、提高双师素质、提高设计能力、提高建设能力、改革传统课程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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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２０１５］６号）文
件要求：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突出做中学、做中教，强化教

育教学实践性和职业性，促进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贯彻和落实教

育部文件精神，要求高职教师在自身建设、条件建设和立德树人方面做出努力，具体包括树立正确理念、

提高双师素质、提高设计能力、提高建设能力、改革传统课程等五个方面。

１　树立正确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理念，就没有正确的行动。高职办学理念包括：以服务为宗旨，以

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准确对接需求，校企携手育人；融入产业、

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等五个要素［１］；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高职教学理念包括：

基于工作，实践主线［２］；做教一体，做字当先；师有专兼，结构优化；学生中心，教师指导；职场氛围，环境

育人等。

概括起来，高职的办学理念就是校企合作，高职的教学理念就是工学结合。也就是说，关起门来办

学是不行的，坐在教室里空谈理论是不行的。

２　提高双师素质
高职工学结合的教学理念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是，既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理论水平，又有较高的实

践能力，即具有高的双师素质。教学水平体现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手段运用、课堂教学

组织、作业设计、考核设计等多方面，教学水平的提高，需要先进的教学理念支撑。理论水平有一个不断

深化提高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思考、学习和实践，才能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对于高职教师，实践能

力的提高是一项更重要的内容，同时也需花费更多时间的内容。因为相对于理论水平，教师的实践能力

欠缺的更多。实践能力的提高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实践的途径主要有参加实验实训室建设，到企业

实践锻炼，到高校、科研院所培训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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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提高设计能力
教学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教学设计。只有做好了教学设计，才能有好的教学效果。教学设计的内

容包括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手段设计、教学材料设计、教学实施设计等。

遵循现代职教理念的教学内容设计体现对接岗位工作、服务专业需要、面向工程应用、突出教学重

点、融入岗位要求、全面素质培养等特点。也就是要以岗位工作作为教学载体，表１是部分课程的教学
载体设计举例；要根据专业特点选取合适内容；要从应用的角度阐释教学内容，突出应用性；要合理区分

教学内容的重要性，抓住主要内容；要融入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落实课证一体；要实施包括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技术技能素质及创新创业素质在内的全面素质培养。

表１　教学载体设计举例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教学载体

数控技术应用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１．只含圆柱面轴类的数控车削加工

２．带倒角和锥面轴类的数控车削加工

３．含螺纹及螺纹退刀槽轴类的数控车削加工

４．含圆弧面轴类的数控车削加工

化工设备维修技术 化工机械的拆卸、检测与装配

１．单级泵的拆卸、检测与装配

２．多级泵的拆卸、检测与装配

３．单机压缩机的拆卸、检测与装配

４．多级压缩机的拆卸、检测与装配

５．换热器的拆卸、检测与装配

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联系实例法（联系生产生活中的实例）、时时温故法（经常性复习前面学过的内

容，以不断强化学生的记忆）、差异化教学法（根据学生能力的不同开展针对性的教学）、全面素质法（实施

包括技术技能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在内的全面素质培养）等所有课程的通用教学方法外，还应针对课程

特点，设计合适的教学方法。例如，针对工程材料及热处理课程难学难记、枯燥无趣的特点，可运用歌谣口

诀法来提高趣味性，提高记忆效果；机械类专业开设工程材料及热处理课程是为学习工作岗位的典型设

备，所以，可运用典型设备分析法，选取工作岗位的典型设备来分析其主要零件的选材及热处理。

在教学手段运用方面，从效率来说，听不如看，看不如做，图片、视频不如实物。所以应尽可能采用

实物教学，尽可能采用“做中学”教学模式。当实施工学结合的先进教学方法时，要设计好任务书、引导

文等教学材料，并做好步骤、实施内容、时间安排等实施过程设计。

４　提高建设能力
现代职教对教学建设的内容和重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教师既要知道建啥，也能具体实施，即

需具有建设能力。

教学建设包括教学条件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两类工作。教学条件建设是指仿真教室建设、实训室

建设、校内生产车间建设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等实践性教学场所的建设，这是实施“做中学”教学模式

的基础。其中，校内生产车间建设涉及运营、安全、环保等问题，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涉及教学与生产的冲

突（比如涉及安全问题不允许学生操作，涉及连续生产而难以体验各种故障现象等），而仿真教室毕竟

不是实物环境。所以，实训室建设是教学条件建设的重点。

目前，实训室建设方式以实践教学专项建设为主。做好实践教学专项建设工作的前提是科学、合理

的实训室建设规划，包括：基于专业规模的实训室面积、设备台套数、资金预算等；对接生产车间的实训

室设计，包括房屋结构、设备类型、布局、安全环保、文化建设等，生产车间啥样，实训室就啥样；基于可能

的资金额度的实训室分步建设规划等。

教学资源可分为电子资源和实物资源两类，具体包括实物模型、图片视频、动画仿真、微课、在线测

试、标准规范等。教学资源的建设有自建、购买和共享等三种形式。自建的资源包括图片、教学录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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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仿真、微课、在线测试题库等。自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运用先进制作技术的教学资源，如动画、仿

真等，是教学资源建设的重点。

提高建设能力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到职教先进国家、地区学习调研，更新观念；二是到企业实践，了

解企业设备、管理的现状，以保证教学建设与企业的一致性；三是积极投身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四是不断

学习新技术，包括动画制作技术、视频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等，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资源建设。

５　改革传统课程［３］

传统课程通常采取教师中心的教学模式，以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主，并辅以验证性的实验，学生被动

地接受知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未得到发挥，教学质量受到影响。遵循学生中心、做中学、项目引领、

任务驱动等现代职教理念，可设计一些实践内容作为教学载体，通过学生完成这些实践内容来学习。

例如，对于工程材料及热处理课程来说，其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教学内容，通常包括材料的性能、金属

的晶体结构与塑性变形、铁碳合金、钢的热处理、合金钢、铸铁、非铁金属与粉末冶金材料、非金属材料、

新材料等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材料的力学性能测定、材料的组织观察等验证性实验。遵循现代职教理

念的课程改革，“材料的性能”部分可设计出“材料的力学性能测定”实验项目作为教学载体，“金属的晶

体结构与塑性变形”部分可设计出“晶粒的细化”“金属的冷变形”等实验项目作为教学载体，“铁碳合

金”部分可设计出“铁碳合金的组织观察”“铁碳合金的力学性能与含碳量的关系”实验项目作为教学载

体，“钢的热处理”部分可设计出“钢的热处理”实验项目作为教学载体，其他部分可设计出“零件选材及

热处理工艺确定”实践内容作为教学载体，如对化工设备维修技术专业来说，可选择压缩机零件选材及

热处理工艺确定、化工容器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换热器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等实践内容作为教学

载体。这样就把传统课程改造成了现代课程。两种课程模式下的教学内容如表２所示。其中，材料的
力学性能测定、材料的细化、材料的冷变形、材料的组织观察、铁碳合金的力学性能与含碳量的关系、材

料的热处理等内容是所有机械类专业的通用内容，而压缩机零件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化工容器选材

及热处理工艺确定、换热器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是针对化工设备维修技术专业设计的专用内容，这部

分内容应根据专业不同而不同，从而体现出该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服务专业的属性。

表２　工程材料及热处理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教学内容 现代职教下的教学内容 实施地点

第１章 材料的性能 １．材料的力学性能测定 力学性能测定实验室

第２章 金属的晶体结构与塑性变形
２．材料的细化

３．材料的冷变形

结晶实验室

力学性能测定实验室

第３章 铁碳合金
４．材料的组织观察

５．钢的含碳量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金相实验室

力学性能测定实验室

第４章 钢的热处理 ６．钢的热处理 热处理实验室

第５章 合金钢

第６章 铸铁

第７章 非铁金属与粉末冶金材料

第８章 非金属材料

第９章 新材料

７．压缩机零件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

８．化工容器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

９．换热器选材及热处理工艺确定

材料、机构与机械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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