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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实训指导书开发研究与反思
——以《列车司机模拟驾驶》为例

刘　宇 1　谯建春 1　江蓉秋 1　李　怡 1　王　宇 2

（1.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8；

2.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 401120）

摘要：结合学院实际情况，针对《列车司机模拟驾驶》的实

训课程，讨论现有模拟驾驶设备的实训教学资源问题，从而提出《列

车司机模拟驾驶》实训指导书的设计思路，认为在编制实训指导

书中应突出岗位能力本位、注重任务程序、优化考核方法等方式

可更好的取得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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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机车专业是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发展的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运营企业和生产企业等诸多

就业单位，其岗位面向包括轨道交通行业和生产企业的机车驾驶、

检修、地勤等岗位。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专业课程，其核心指

导思想就是努力增大实践教学比例，增加学生操作实践的时间，

加强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在铁道机车专业的课程结构中，实训课

《机车模拟驾驶操作》是铁道机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方向课，同时也起到了《机车构造》《机车电传动》《机

车制动》等诸多专业方向课程之间思维连接的桥梁作用。

一、现有实训资源存在的问题

然而当前学院购置了 HXD3C 型列车司机驾驶模拟器（仿真

设备）存在使用率不高，教学方法不成体系，缺少相应的教学资

源等问题；而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操作手册无法满足机车驾驶的教

学活动的开展，不仅如此，很多教师在编制实训指导书时容易将

模拟驾驶设备或其他模拟仿真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步骤作为真

实岗位的实训内容，这严重曲解了实训教学岗位技能训练的意义，

甚至伪真实的岗位训练会误导毕业后工作中的实际的驾驶操作或

对真实的工作过程产生错误判断等误解。究其原因，一是教师对

企业实际岗位工作内容和实际生产的岗位工作任务不熟悉，教师

从未从事过相关的岗位工作，多是纸上谈兵；二是职业院校教师

大多是从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教学工作，理论教学功底扎实，但缺

乏实践教学经验；三是提供实训设备的厂家往往专注于生产和销

售实训设备而缺乏实训设备的教学资源，甚至没有实训教学资源。

以我院购买的机车模拟驾驶操作设备为例，设备厂商负责运

输与安装，虽然提供了机车模拟驾驶设备的使用说明书以及进行

了相关的培训，但这仅仅是对模拟驾驶设备的使用进行培训，并

不是真正的司机培训，就如同会玩驾驶类的游戏，但不代表就真

会开真车。这应该是诸多模拟驾驶设备存在的一个共病。而机车

模拟驾驶设备又有其特殊性，在真实的机车乘务员岗位上，担负

着保证铁路行车安全、正点运输的重要职责，技术含量高，安全

责任大，处于铁路运输生产的最前沿，不仅要掌握机车驾驶操作

规则，还要熟悉机车各机械电气设备操作等知识。

二、《列车司机模拟驾驶》实训指导书的设计思路

（一）强调岗位能力本位

作为铁路运输安全第一线的铁道机车乘务员，其每一个操作

都关系到整辆列车的人员及货物安全，熟背安全规章制度，掌控

每一个动作指令是每一个合格机车乘务员必备的素质，针对该工

作岗位的极高要求，《列车司机模拟驾驶》实训指导书要严格遵

守《铁路机车操作规则》《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铁路

机车运用管理规程》等规章规范。该门实训课程应紧紧围绕铁路

机车乘务员岗位工作内容设计实训任务，重实际操作，完全模仿

真实的工作状态，增强学生提前适应企业工作环境的能力。

（二）注重任务程序，而非知识关系

岗位技能训练应严格围绕真实的岗位技能来开展，相对于引

入刚大学毕业就进入教学系统的教师而言，他们往往理论知识扎

实，但并无企业项目经历和经验，而引入“双师型”教师开展教

学工作，其思维逻辑受企业的影响会更注重知识运用与操作实践，

《列车司机模拟驾驶》实训指导书的编制应以机车乘务员岗位工

作任务完成的程序为依据，使工作任务具体化，程序化，形成具

体的实训学习任务，内容编排以岗位工作的程序关系为主线而非

知识逻辑关系。这样有利于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思维以及有

助于职业能力的形成。同时在编制实训指导书时也可引入机务段

的机车乘务员或职教科参与编制或审核，都可以更好地对实训指

导书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分组训练、优化考核方法

《列车司机模拟驾驶》实训指导书内容的选取以机车乘务员

工作任务范围为依据的前提下，并不是完全照搬照套。考虑到学院

2017 级学生每个班级学生平均人数为 30 人，课程课时为 24 课时，

那么在有限的课时条件下，通过分组角色扮演。例如，让一名学生

当司机，另一名学生扮演学习司机，第三名学生做指导司机，指导

司机作为组长进行指导，司机进行机车操作，学习司机负责瞭望检

查机械间等工作，在有限的模拟驾驶器的空间，小组成员可以进行

互相学习。这样的分组教学的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完成教学目标，

同时在考核时采取规范的考核表进行打分，并将团队得分算入个人

得分项，让小组成员有一定的团队意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结语

《列车司机模拟驾驶》实训指导书的编写要严格根据铁路运

输企业对机车乘务员的岗位要求，操作规范符合相应的规章制度

及程序要求，以机车模拟驾驶器为载体尽可能的实现真实工作场

景，不能因为是模拟驾驶设备而偏离实际，同时考虑高职院校学

生的特点进行分组教学以及优化考核方式，同时要引入机务段的

机车乘务员或职教科参与编制或审核，都可以更好地对实训指导

书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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