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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优化实验教学策略，增强中职电工电子教学实效性
蔺雪健

（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阿勒泰 836100）

摘要：中职院校的电工电子课程专业性和实践性较强。实验

作为电工电子课程的核心，除了验证理论知识外，还能够增加学

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现阶段中职院校的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

教学理念过于传统化，缺乏创新，学生缺少学习兴趣，教学效果

不明显。本文通过对电电工电子实验教学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实

验教学的创新优化策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中职院校；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优化策略；

随着新工科建设战略的提出，社会对于工科人才的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升。电工电子专业作为工科

专业重要组成，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教师必须对实验教学进行优化，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工科型人才。

一、中职院校电工电子实验教学问题分析

（一）验证教学重于探究教学

实验课的安排往往是在文化课程之后，教师根据已学过的教

材内容为学生准备好实验器材并演示实验步骤，学生跟随教师的

指引进行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完全是按照教师的思路做实验，

缺乏创新性和探究性，学生得到的结论往往和教材一样。这种实

验教学缺乏实际意义，只是让学生对课本知识进行简单的验证，

加强学生的理解，学生无法进行创新，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二）实验室的硬件设施欠缺

实验室的设备、仪器落后陈旧是现今阶段的一种常态。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工电子行业的设备更新换代的速率较快，落

后的实验设备无法满足先进生产技术的需求。中职院校的电工电

子专业教材版本是不断更迭的，其内容较为新颖，这就导致实验

得到的结论和课本中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了实验教学的

质量。同时随着考生地不断增加，中职院校生源的增长速度过快，

导致实验设备的数量无法满足学生使用的需求，实验设备紧张。

（三）教师无法考虑学生的个性化差异

中职院校学生的知识基础相差悬殊，学习能力各不相同。教

师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集体授课的方式，无法照顾到所有

学生。部分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弱，无法跟上讲课速度。在实验操

作过程中也是一知半解，严重影响了实验教学的进度。长期下去，

学生会形成敷衍了事的习惯，依赖其他学生的实验成果，缺少亲

自动手的意识，不利于实验学习水平的提升。

二、中职院校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的优化策略研究

（一）增加实验室的资金投入

充足、先进的实验设备是实验教学开展的前提。中职院校应

该加大实验室建设的投资力度，开创实验教学的新环境，更换陈

旧、残破的实验设备，引进尖端的实验器材。在设备置换过程中，

要考虑经济效益、安全效益等问题，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实验环节。

例如在更换电源设备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设备的成本，还要考虑

学生的用电量，防止电量负载引发实验室火灾。实验室用电接地

保护也是重要内容，在实验室建设时，要采用多重接地保护措施；

另一方面，注意实验室场所的通风。实验室的容纳空间有限，在

容纳大量的学生时，如果缺乏良好的通风设施，实验室中的二氧

化碳浓度或者其他气体的浓度过高，会引起学生的不良反应。

（二）提高教师专业能力

电工电子的先进设备，其操作、日常维护、维修等难度较高，

如果教师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一旦实验设备发生故障，需要专

业的修理人员进行操作，严重耽误实验教学的进度。为此增加教

师的专业能力一方面可以减少设备故障产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当

设备出现小故障时，教师可以进行简单的修理。学校可以为教师

组织专业培训，聘请生产厂家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

（三）改变常规的教学模式

验证式的实验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

力，但是对于学生的思维有着严重的限制。为此，教师可以合理

安排实验课和文化课的顺序，讲解完实验原理后直接安排学生进

行实验探究，并利用得出的结论和教材中的结论进行对比，加深

学生的印象。在短时间内，学生因为教学模式的转变会出现各种

不适应的现象，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巧妙设置各种问题来

解决学生的实验操作难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探究

能力，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思维的拓展。

（四）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

现代教学注重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验能力，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将学

习优秀和成绩较差的学生安排在一起，提高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

性与合作意识，鼓励学生相互学习，做到优势互补，从而促进整

体学生的实验教学质量。

三、结语

中职院校的电工电子实验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学生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提高有着促进效用。教师要根据具体的学

情，合理地安排教学计划，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体现学生

主体地位。同时实验教学课程还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在实

验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注重学生之间的个性化差异，

采取小组合作的方法来实现学生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学生的全面

发展为目标，促进新工科高素质人才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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