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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建筑类高职院校“五个对接”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及课程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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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建筑类高职院校“五个对接”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是指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
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这是深化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为人才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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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人才培养的影响，确保学生顺利完成教

学任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工作是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的重大机遇，

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 。为此互联网+建筑类高职院校“五

个对接”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是高职教育

在面临着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利用智慧职教、微知库、超星、智慧树、雨课堂等平台在线上

实施五个对接是指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这是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的基本要求。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是指根据产业发展

和岗位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是

指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标准提出的新要求，将职业标准融入到

课程标准、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实施中。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是指强化工学结合，加强实习实训环节，培养符合产业标准的人才。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是指大力推行“双证书”制度，提

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是指根据产业发

展和技能型人才成长需要，拓宽继续学习渠道，为人才可持续发展

提供支撑。 

2 互联网+教育，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互联网+教育为改变模式提供了关键手段和方法支撑。过去的

教育方式主要是教师+黑板+粉笔，信息传递和感受受到很大限制。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每一场教学要变成一场大片，让更多声光电

技术进入课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跟知识互动，让每一份知识伴随

着思想的跳动。 

信息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有乐趣就

能够有成就感，快乐学习，提高教学效果。这样的转变逻辑符合教

育规律，信息化教学大有潜力可挖。深化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依托

市政建设行业企业，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教育“2+1”人才培养

模式，促使学生的职业岗位信息化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得到显著提高。 

3 互联网+教学举措 
在严峻的疫情形式之下，一次前所未有的超长“假期”给所有

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各类学校推迟学生返校，如何才

能做到“停课不停学”，创新教育思路，提高教学手段，完善教学

方式，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过网络授课经验的老师来说，是一次

挑战，因此老师想到了多种线上教学推进举措。 

（1）确定授课平台。线上教学之初，老师们开始确定所选平

台，通过观看平台培训，老师们之间互相探讨，平台测试，最终确

定线上课平台，包括智慧树，智慧职教，超星，微知库等。随着课

程进行，使用平台授课的人数剧增，经常出现卡顿或者崩溃的情况，

这时，老师们又开始重新选择授课方法，将一些社交软件运用到了

教学中，比如说钉钉视频会议，QQ 群，腾讯会议，微信群，将平

台与软件相结合，确保线上教学的稳定性。 

（2）编制教学设计。由于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有许多不同

之处，老师们重新编制了教学设计。根据线上教学的特点，认真研

究手头资料，提取知识技能点，有目的性、针对性地组织编写每一

节课的教案；为抓住同学们的心理，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对教学

方法与讲课方式进行了创新；根据授课内容，由浅入深，有节奏地

作好线上授课计划，确保了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 

（3）多种形式检验学习效果。为检验同学们的学习效果，老师

采用了多种方式。主要有课后通过平台问答的方式布置课后作业，

之后根据同学们的回答情况在课上进行答疑；还有通过布置作业的

方式，检验同学的学习成效；再有通过平台随机提问的方式，检验

学习效果；也有通过平台随堂小测试的方法来检验同学们对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总之，老师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检测同学们的学习效果

并加以巩固，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掌握所学知识。 

4互联网+就业平台 
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就业服务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加强网络硬件

平台建设，首先是实现就业服务相关业务网络的互联互通， 打造

真正的信息互联网络，消除信息孤岛。  要加快就业信息的规范化

标准化，在就业信息的采集、传输、管理等方面建立标准规范。行

业企业建立紧密合作机制，校企共同培育人才，实现校企双赢；在

合作企业建立集顶岗实习与就业于一体的校外实习基地，毕业生在

互联网平台上签约就业达到 95%以上，受到用人单位欢迎。 

5结论 
互联网+建筑类高职院校“五个对接”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课

程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是指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这是深化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是指根据

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是指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标准提出的新要求，将职业标

准融入到课程标准、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实施中。教学过程与生产过

程对接，是指强化工学结合，加强实习实训环节，培养符合产业标

准的人才。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是指大力推行“双证书”

制度，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是指根

据产业发展和技能型人才成长需要，拓宽继续学习渠道，为人才可

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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