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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证赛课融合的电气控制与 ＰＬＣ技术
教学改革与实践 ①

黄信兵，谢献纲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８００）

摘　要：紧盯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需求，围绕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发展能力培养，将“岗位职业能力———职业资格标
准要求———专业技能竞赛要求”融入到高职电气控制与ＰＬＣ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中，构建项目式学习内容，根据学生认知
规律序化教学内容，开展多层次课程实践项目，实施“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突出技术技能培养，体现岗证课对接、赛

训学相通，培养创新性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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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１９号）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核心任务［１］。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要能够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广东省
“互联网＋”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中提出的“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课程内容与职
业岗位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技能竞赛对接，实现“岗位职业能力———

职业资格能力要求———专业技能竞赛要求”融合到课程教学内容中，使得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职

业资格要求、职业技能竞赛高度锲合，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

１　基于岗证赛课融合，构建课程教学内容
小型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是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核心技能之一，电气控制与

ＰＬＣ技术作为高职机电类专业的核心技能课程，是实现这一核心技能的重要载体。
１．１　解析岗位职业技能，引入职业资格标准、技能竞赛，确定课程学习要求

课程教学团队深入中山龙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普华灵动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等１０余家自
动化设备制造企业进行岗位职业技能调研，归纳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系统开发岗位工作任务，总结岗位

所需要的能力要求，引入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三级）资格要求、全国职业院校自动化生产线安装

与调试技能竞赛要求，确定了电气控制与ＰＬＣ技术课程教学要求，见表１。
１．２　根据学习规律和认知规律，序化教学内容
１．２．１　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的方式序化教学内容

硬件电气控制是基础，ＰＬＣ控制是核心，按照技术的难易程度，从基本电气控制电路分析与安装、常
见电气控制电路分析、ＰＬＣ基本指令的应用、ＰＬＣ应用指令的应用和ＰＬＣ综合控制系统设计５个情境序
化教学内容，这也符合电气控制技术的发展过程，如图１所示。例如基本电气控制电路分析与安装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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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常见的低压电器元件及其简单应用，常见电气控制电路分析模块在学生掌握电器元件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要求，对复杂的控制电路进行分析和故障排除。循序渐进，使学生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

表１　融合岗、证、赛的课程学习内容整合一览表

岗位要求 职业资格标准 技能竞赛 课程学习要求

工作

岗位
岗位任务

岗 位 职 业

能力

可编程序控制系

统设计师（三级）

全国职业院校自动化

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技

能竞赛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自动

化设

备电

气控

制系

统

开发

电气控制系统方

案设计、元器件的

选型、电气原理图

的绘制、电气安装

接线图的绘制、电

气元件布置图的

绘制、ＰＬＣ控制程

序的编制、电气控

制系统调试、故障

排除等

方案设计能

力；器件选型

能力；绘图能

力；ＰＬＣ程序

编制能力；使

用万用表排

除故障能力；

系统调试能

力；器件更换

能力。

能够进行项目分

析，确定工艺要求

和技术要求；能够

进行控制方案设

计；能够根据技术

要求进行硬件选

型；能够绘制接线

图、原理图、元器

件布置图等；能够

进行Ｉ／Ｏ分配、参

数设置、ＰＬＣ程序

编制；能够进行系

统调试；能够进行

故障诊断

能够进行项目分析，

确定系统技术要求；

能够进行监控方案、

联网方案、控制方案

设计；能够能绘制电

气原理图、接线图、元

器件布置图等；能够

进行 ＰＬＣ内存分配、

参数配置及程序编

制；能够进行信号校

验、系统调试及技术

文件编制；能够进行

系统故障的诊断与

处理。

熟悉并正确使用

低压电气元器件；

能够绘制电气图

纸；能够进行基本

电气控制电路的

安装、故障排除；

能够使用 ＰＬＣ基

本指令编制程序；

能够使用 ＰＬＣ应

用指令编制程序；

能够进行简单控

制系统的调试。

低压电器元件的

识读；基本电气控

制电路安装与调

试；常见电气控制

电路的分析；ＰＬＣ

器件认知；ＰＬＣ基

本指令的应用；

ＰＬＣ应用指令的

应用；ＰＬＣ综合控

制系统的设计

图１　由简单到复杂的方式序化教学内容

１．２．２　按照由碎片到积件的方式序化教学内容
在每个单元模块中，又细分成不同的项目和任务，每个项目和任务的内容，由原理到应用，由器件到

系统，从一个应用扩展到其他应用，逐步深入，让学生在真实的工程实践环境中学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由碎片到积件的方式序化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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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强课程实践环节建设，突出技术技能培养
２．１　课程实践环节设计原则

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要以学生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把理论学习、动手能力培养、分析与解

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充分结合于特定的发展情景及实训任务、项目中［２］。同时要引导学生树立协调、合

作的观念和竞争意识，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利用在校学得的知识和经验，为提高现代企业管理

绩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出贡献。

２．２　改革课程实践内容，强化校内实训
通过开展校企合作，融入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三级）资格考试和技能竞赛关键能力的培养要

素，改革课内实践、综合项目实训、毕业设计等专业实践教学内容，来强化专业核心技能培养，见表２。
表２　《电气控制与ＰＬＣ技术》课程实践项目一览表

序号 实践类别 实践项目 实践内容实践目的

基础实验

电动机点动、自锁控制、顺序启动、

正反转控制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绘制电气接线图；手工完成接线；

电路调试；电路故障排除。

掌握低压电器元件的应用；锻炼完

成电气图的绘制能力；培养动手实

践能力；培养问题分析能力。

电动机自锁、楼梯照明、电动机顺

序启动、产品出入库数量监控、单

车道交通灯等ＰＬＣ控制程序设计

ＰＬＣ编程软件的使用；ＰＬＣ基本指

令的应用；ＰＬＣＩ／Ｏ地址的分配；电

气接线图绘制；手动完成接线；电

路调试；电路故障排除。

掌握ＰＬＣ软件及基本指令的应用；

锻炼ＰＬＣ控制电气图的绘制能力；

锻炼ＰＬＣ程序编制能力；培养ＰＬＣ

系统调试和故障排除能力。

８盏流水灯、４路抢答器、密码锁、

停车场车位、车库门自动开关、自

动售货机等ＰＬＣ控制程序设计

ＰＬＣ功能指令的应用；ＰＬＣＩ／Ｏ地

址的分配；电气接线图绘制；手动

完成接线；电路调试；电路故障

排除

掌握ＰＬＣ功能指令的应用；锻炼

ＰＬＣ控制电气图的绘制能力；锻炼

ＰＬＣ程序编制能力；培养ＰＬＣ系统

调试和故障排除能力

综合实训

课程设计

自动化生产线供料单元控制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加工单元控制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装配单元控制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分拣单元控制实训

机械手的ＰＬＣ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触摸屏的 Ｙ－△降压启动

ＰＬＣ控制系统设计

Ｚ３０４０摇臂钻床的 ＰＬＣ控制系统

设计

完成ＰＬＣＩ／Ｏ表分配；完成电气接

线图绘制；完成导线连接；根据任

务进行ＰＬＣ程序编制；程序下载并

调试

完成ＰＬＣ的选型；完成ＰＬＣＩ／Ｏ表

分配；完成电气系统图的绘制；完

成ＰＬＣ控制程序的编制；程序下载

并调试。

进一步提升ＰＬＣ的应用能力；锻炼

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团队协

作能力

２．３　积极参加课程相关技能竞赛
组织学生参加广东省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全国职业院校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技能竞赛、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技能竞赛等。依托电气控制创新协会、自动化生产线协会，学生自

己先组队，主动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在学生中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争优参赛的良好氛围，近年参赛学生

获得了省级三等奖以上２０人次，获得校内专业技能竞赛二等奖以上６０人次。

３　“任务驱动、项目导向”，实施教学做一体化
根据课程特点及高职学生学习认知规律，将本课程的知识点融入到电动机点动与自锁控制电路的

分析与安装、楼梯照明控制程序设计等３０余个具体项目中，如“车库门自动开关程序设计”讲述的是关
于时钟数据指令的相关知识点。后一个项目在前一个项目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点，难度层层递进，有

序实现教学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整个教学过程分为“教中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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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做中学”“学中教”４个阶段，如图３所示。在“教中学”阶段，教师主要讲授理论知识，学生学习；
在“学中做”阶段，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实验项目，学生掌握实践技能；在“做中学”阶段，学生通过查阅资

料、小组讨论、实际测量来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培养学生协作、沟通、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等职场必备的关

键能力；在“学中教”阶段，主要是教师对学生会存在的疑问点进行解答。

图３　《电气控制与ＰＬＣ应用技术》教学做一体教学模式

４　课程改革成效
通过岗证赛课融合的《电气控制与ＰＬＣ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得

到了较大提高。学生初次就业的专业对口率达到 ８６％左右，企业对专业毕业生总体评价优良率超
９０％，毕业３年内８０％以上的毕业生有过职位晋升。

高职院校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职业性，将职业岗位能力、职业标准、职业技能竞赛融入到课程教学

内容中进行实施［３］，是培养学生职业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后续将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采用新的教学

技术和教学方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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