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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中职院校电工电子教学创新发展的路径探索
达　雯

（江苏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镇江 212300）

摘要：随着当代多元文明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各种科学的学

生培养理念与想法层出不穷，这些想法不仅有效打破了传统教学

方法对教育的桎梏，还有效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发展。本文就新时

期下中职电工电子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进行了研究与创

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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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创新是当代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职教师只有在

教学中创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加

强学生培养效果，将学生培养成具备优质专业能力和个人素质的

杰出人才。

一、创新学生培养理念

中职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支柱构成部分，每年的毕业生

都会进入社会各个层面，为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力所

能及的贡献。但是，在当代中职教师教育教学以及学生培养中，

很多学校和教师一直还保持着一些传统的学生培养观念，沿袭

着陈旧死板的方式来开展教学活动，这样的陈旧思想已经严重

不符和当代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发展。针

对这样的情况，当代中职教师必须要能够大胆创新，与时俱进，

利用各种全新的学生培养理念来组织开展教学活动，从而有效

增强教师自身教学与学生培养的有效性，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与提升。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知识观与学习观是当代公认的有效性学生

培养理念之一。其认为，新知识的获取不是由教师不停灌输而形

成的，而是由学习者利用自身的分析、总结以及归纳等能力通过

以往陈旧经验和知识对于新知识进行有效性解构而完成的。具体

来讲，就是新知识的构成是由学生自身的经验来推导而完成的。

教师的最大工作是为学生设置这个知识的需要情境，从而让学生

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需求和获得途径，进而在自己的能力下完成新

知识的掌握，并将其纳入到自身的整个知识体系当中。也就是在

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想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培养有效性，那

么就势必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和填鸭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知

识发展需求以及学习能力为主，从而达到学生主动寻找知识、研

究知识并掌握知识的目的。

二、创新教师教学方法

除了在学生培养理念上要进行创新和改革以外，当代中职教

师还要能够积极学习和仔细研究，不断吸收那些先进的教学方法，

从而增强其自身教学与学生培养的有效性，促进学生全面提升与

发展。

当代教育教学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其基本是基于两种被

世界人民所认可的两种理念和思想。即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和霍华

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这两种理念下有着无数衍生的各种

教学方法。如如建构主义学习观为基础的任务驱动法、校企合作、

理实一体化以及项目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等。这些方法都是以培

养学生学习能力，加强学生自主形势下意识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将这些方法科学运用到日常的电工电子教学中，不仅能够有效加

强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的掌握，更能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其具

备优质的终身学习能力。而以多元智能为基础理论的教学方法在

国内则较为少见，如小组合作学习、游戏教学法等，这些方法更

加注重学生自身各种多元智能的发展，主张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利用自己的有效性特点来完成知识的了解

以及技能的掌握。但是，无论是多元智能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理论，

其出发点都是以生为本，都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学

生得到更加优质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想创新电工电子教学，建

立全新的电工电子教学新秩序，那么不妨从教学方法开始进行有

效性改变。

三、创新学生评价标准

客观而正确的评价是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明确自己

的学习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教师对于学生做出了客观的

评价，学生才会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个人水平以及综合素养有

一个明确的了解，进而合理调整，科学进步。但是在实际的中

职教学评价中，教师基本上只局限于对学生考试成绩以及实践

能力进行评价，丝毫不在乎学生的实际学习态度、学习素养以

及个人素质等综合性能力的评价。因此，要想创新教育教学与

学生培养方法，增强中职电工电子教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教

师就一定要注重评价方式的改变，从而增强其效果，推动中职

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科学完成中职电子电工改革，创新教育教学

与学生培养方式，我们当代教师一定要不断学习，有效提升，从

而增强自身的素养和综合水平，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

教学理念和方法，让学生得到更大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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