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2021 年第 4 卷第 4期 高等教育前沿

改革与实践

“课训一体、评训结合”的高职实训模式实践
彭建华　周　惠　岳兆新　蒋美云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高职学生的实训动力与意愿会严重影响实训的效果与

质量，当前高职实训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从激活学生实训动力

来提高实训效果的具体实训模式与实践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

基于实训与课程的配合度、实训设计、学生的学习态度三个维度，

把实训分解为实训与课程、分组讲解、团队互评、成绩计算四个

环节，构建了“课训一体、评训结合”的高职实训模式，通过实

际教学验证，新实训模式对提高实训质量有较好的效果，具有一

定的实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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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实训方法及效果分析

职业能力培养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和特色，实训是培养高

职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手段与方法。提高实训效率与质量，一直

是高职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

陈建新等依据职业能力培养理论，构建了由核心作用、多元

作用、外围支持三个作用层的高职实训支持体系架构，通过完整

的培训架构体系来提高高职实训质量与效率。

实训设计与实训实施是提高高职学生实训效果的两个维度，

但因实训课堂教学设计一元化、实训课堂教学实施单一化，高职

实训教学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余键提出了以载体真实化、教

学模块化、实训层次化的三化实训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实训教学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朱厚望设计并构建了

实训教学信息化系统，该系统体现了实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

先进性与科学性，促进了实训教学与管理的优化，提高了学生自

学的能力，对实训成果的改善有较大帮助。

针对高职实训教学存在计划不合理，职责不明确，程序不规

范 执行不到位，教学效果较差等问题，叶琦等把高职实训教学质

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划分为实训教学过程识别与策划、实训

教学过程的规范标准制定、实训教学过程管理实施、实训教学过

程监控与改进等四个过程，对实训教学效果有一定的改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升实训教学效率与效果，胡宇霞等基于哈贝马

斯“交往理性”视角对实训教师课堂教学的实践性知识进行了研究，

通过以教育信念、交往理性行为两因素为参考点，将实训课教师

的课堂教学行为分为如图 1 表述的四种类型，指出在教育信念指

导下的交往理性行为是实训教学的理想状态与方法，并揭示了教

师实训教学的成长过程。

图 1　实训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

信息化手段对高职教学质量的监控能起到一定的辅导作用，

但还缺乏实践性，构建“互联网 +”背景下集实训教学、质量管理、

结果评价于一体的管理模式与监控系统，对学生实训操作过程进

行全程监控、自动记录每个技能点的实施情况，针对数据进行实

践教学整体质量评价，通过评价对教学结果进行反馈，基于反馈

改进教学质量，能更加科学、全面、客观，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技

术应用水平。

好的综合素质、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学习新知

识的能力是高职学生适应市场竞争的关键，高职学生的学习动机

与自我调节学习策略也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

要因素。

高职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普遍存在对自己经历的事情有“得

过且过”的心态，做事情执行力不够，遇到困难比较容易逃避退缩，

为了改变高职学生的这种状态，提高高职的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

效果，李睿天提出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成绩、智力因素与非智

力因素多角度建立与完善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促进学生

全面、综合、多元化发展。

高职实训理论与实践在不断改进与完善，但仍然存在实训教

学目标滞后于社会发展、实训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实训教学基

地软硬件条件不足、实训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训教学缺少科

学完善的管理体制、实训教学忽视工业心理学因素影响等问题。

学生实训动力与意愿会严重影响实训效果与质量。从以上分析情

况发现，当前，通过激活学生实训动力来提高实训效果的具体实

训模式与实践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二、“课训一体、评训结合”的高职实训模式

实训效果与质量主要与实训与课程的配合度、实训设计、学

生的学习态度强相关，实训与课程的配合度、优秀的实训设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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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与课程
根据本学期及已学课程，以本学期

所学知识为中心设计实训

分组讲解
实训分组，实训任务完成，每个小

组进行讲解

团队互评

当一个团队讲解时，随机抽其他团
队成员对演示及讲解内容进行点评

成绩计算

设计实训成绩计算规则

实训与课程强
相关

实训结果分组
讲解

团队成员相互
点评

设计实训成绩
计算规则

每个团队每人分别对三个团队点评
一次，即一人有三次点评机会

实训成绩由3个维度构成

技术讲解

问题回答

提问水平

实训成绩作为课程总成绩一部分

及学生学习态度是高质、高效实训的保证，“课训一体、评训结合” 的高职实训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课训一体、评训结合”的高职实训模式

（一）实训与课程的关系

在教学过程中，切实做到实训课程的安排与学生本学期所学

知识强相关，让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将书本上、课堂中学到的知识

应用到实训。

在实训过程中，运用所学知识，通过实训进一步加深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对知识进行巩固。通过这个步骤，完成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对知识的理性认知与感性认识的契合。

（二）团队分组方法

对实训学生进行团队分组，每个小组由 5 人左右的团队成员

组成，确定实训内容后，按团队分组讨论，确定实训方案，然后

团队根据自己方案分组实施，以达到培养学生的团队配合能力与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团队互评方案

实训内容完成，每个团队推举一位团队成员对团队的实训内

容进行讲解与演示，通过随机方式挑选其余团队成员对正在演示

团队的内容进行评价，每个团队每人将对三个团队分别点评一次，

即一人有三次不同的点评机会。

（四）成绩计算规则

实训成绩由技术讲解、回答其他团队提问的质量以及自己对

其他团队的提问质量三要素构成，同时把实训成绩作为本学期课

程成绩的一部分，比如实训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25%。

通过对团队成员的技术讲解与回答其他团队提问的质量进行

考核，能够让团队成员对实训内容、技术原理进行讨论并对相关

知识进行深入专研，培养团队成员的团队协作能力与分享知识的

能力。

通过对提问质量进行考核，能够克服实训学生不假思索、随

意提问的问题，提高实训学生思考问题与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把

实训成绩纳入课程总体计分，目的是提高实训学生对实训的重视。

三、“课训一体、评训结合”实训模式效果评价

根据“课训一体、评训结合”实训模式，我们把实训成绩总

分设定为 25 分，技术讲解、问题回答、提问水平的分值分别为 15 分、

7 分、3 分，单独实训成绩得分为实训成绩转换为 100 分制的分数。

使用“课训一体、评训结合”实训模式，我校软件 1841 班、软件

1821 班学生的实训成绩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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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使用“课训一体、评训结合”实训模式后的实训成绩

软件 1841、1821 2019-2020-2 实训成绩（总分 25 分）（实训演示结果作为课程考核成绩）

序号 姓名 班级 技术讲解 问题回答 提问水平 汇总（总 25 分） 扣分 实训得分（100 计算）

1 阿卜杜热依木·乌普尔

软件 1821

12 3 3 18.00 7 72.00

2 丁永强 12 1 3 16.00 9 64.00

3 葛带群 13 4 3 20.00 5 80.00

4 景文卓 15 5 3 23.00 2 92.00

5 梁泽方 14 4 3 21.00 4 84.00

6 刘天元 12 2 3 17.00 8 68.00

7 吕圣海 11 4 3 18.00 7 72.00

8 毛露 14 7 3 24.00 1 96.00

9 沈鑫 10 4 3 17.00 8 68.00

10 孙航洋 13 5 3 21.00 4 84.00

11 杨文 9 3 3 15.00 10 60.00

12 于民杰 14 5 3 22.00 3 88.00

13 张哲 15 5 3 23.00 2 92.00

14 曹丽 10 3 3 16.00 9 64.00

15 林文洁 14 6 3 23.00 2 92.00

16 沈莫言 12 4 3 19.00 6 76.00

17 屠晶 12 4 3 19.00 6 76.00

18 吴华坤 10 1 2 13.00 12 52.00

19 崔润洁 14 6 3 23.00 2 92.00

20 白建坤

软件 1841

14 6 3 23.00 2 92.00

21 蔡一帆 10 3.5 3 16.50 9 66.00

22 高丙晨 10 4 3 17.00 8 68.00

23 李家劲 15 6 3 24.00 1 96.00

24 李启鹏 15 5 3 23.00 2 92.00

25 李伟国 11 3 3 17.00 8 68.00

26 林斌涛 9 5 3 17.00 8 68.00

27 柳磊磊 11 4 2 17.00 8 68.00

28 王龙傲 13 5 3 21.00 4 84.00

29 徐鹏 15 7 3 25.00 0 100.00

30 张峻瑞 12 5 3 20.00 5 80.00

31 张攀华 9 2 2 13.00 12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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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赵嘉悦

软件 1841

10 6 3 19.00 6 76.00

33 周国庆 13 4 3 20.00 5 80.00

34 黄屏 9 3 3 15.00 10 60.00

35 亢悦昕 10 6 3 19.00 6 76.00

36 孟妮 15 6 3 24.00 1 96.00

37 汤萌慧 14 5 3 22.00 3 88.00

38 夏铭慧 11 5 2 18.00 7 72.00

39 姚思佳 13 5 3 21.00 4 84.00

40 曾月 15 7 3 25.00 0 100.00

统计汇总

　 　 　 <60 60-69 70-79 80-89 90-100 总人数

　 　 　 2 11 7 9 11 40

从表 1 可以看出，参加实训的同学有 40 位，最终成绩低于

60 分的有 2 位，高于 90 分的有 11 位，60~69 分的 11 位，70~79

分的 7 位，80~89 分的 9 位，优秀占比为 50%，因此，“课训一体、

评训结合”实训模式对提高实训质量有较好的效果，具有一定的

实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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