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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养路机械电控基础》课程分层分类模块化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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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养路机械电控基础》课程作为铁道机械化维

修技术类专业基础课，需要学生不仅掌握关于大型养路机械的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还需将知识应用于实践。本文分

析了课程的教学现状，针对学生岗位知识与能力需求，基于学

生工作过程，将教学内容分类整合，实现课程的分层分类模块

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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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型养路机械电控基础知识在筑路养路

中必不可缺。作为铁道机械化维修类专业学生，掌握关于大型

养路机械的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够将知识应用于

实践，进而胜任工作岗位是其必备素质。

同时，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大型养路机械电控基础》课

程是后续课程学习的基础，其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此，对课程进行知识与技能整合、分类、研究、实践，提

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而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能力与岗

位实践能力是教师教学的必经之路。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模块化教学模式在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用，该教学

模式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教学内容，并对课程内容以项目为

载体进行整合优化，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学科教学模式”

被打破。

教学主体由教师转向了学生，教学质量也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提高，然而还有很多问题需解决。教学目标方面，多数

职业院校办学目标仍侧重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而模块化

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两者之间有矛盾之处。

在教材选用上，大多数教师选用传统教材或者自编教材，

传统教材内容不符合模块化教学的知识与技能要求，而自编

教材内容深度存在过浅或者过深的情况，因此不能够实现“因

需施教”。

在教学方法与能力上，多数老师仍以传统的教学方法进

行讲授，不能够适应新的项目化、任务驱动式等教学方式，

而学生仍然在被动的学习，对教学内容兴趣不高。所以，我

国模块化课程教学仍需进一步探讨、研究与实践。

二、分层分类模块化教学研究

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精神为指导思想，按照

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的课程改革要求，立足学生

就业岗位要求，注重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培养，紧跟行业发展，

对接行业企业标准。与行业企业人员联合开发教材，确定教材

内容。

按照学生认知规律及职业能力等级要求，以实际岗位需求

为依据，分层分类整合、优化课程内容，以生产一线案例为素

材，设计典型项目及教学任务，优化模块化教学内容与方法，

实现“教、学、做”为一体。

以高职院校在机电类专业教学中《大型养路机械电控基础》

课程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分层分类模块化教

学方案。确定以下几个方面为研究重点：

（一）学情分析

从学生特点、知识基础、历年数据积累、毕业生跟踪调查

等方面，通过调查问卷、数据采集、线上线下调查等方式分析

学生学情特点。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学情，合理调整教学内容。

（二）分层分类模块化教学的利弊及特点分析

对于国内以及国外高职院校的教学方法及其发展历程进行

了解分析，合理运用数据化手段，对当前本课程教学方法运用

满意度进行调查与掌握，同时调查掌握用人单位对学生的专业

素质要求。分析分层分类模块化教学的利弊以及特点，取其优

点，补其缺点。

（三）分层分类模块化内容

《大型养路机械电控基础》课程分层分类模块化教学需

将知识点按体系整合在一起，将其设置为一个模块，再设计

成若干任务，在授课前，根据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将课前

预习任务通过信息化平台下发到学生，学生在课前通过学习

完成任务。教师收集课前任务完成数据，根据完成数据，调

整教学策略。

在授课过程中，每一模块的知识点在讲授完后，带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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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一定的实践，使得学生将当即所学的知识点应用于实

践，并通过亲身实践将知识巩固，有助于对知识与技能的更

深层次掌握。

同时，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课中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

可以全过程参与到教师的教学中，对于老师下发的任务，可

以积极主动的完成。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不仅感受到学习

的快乐，在完成相应任务后，还使得学生有成就感、获得感。

本课程内容对接生产实际，将教学内容转换为企业实际案

例。主要教学内容包含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大部分，将其划

分为不同模块，每个模块对应具体实训项目。

模拟电路部分要求学生掌握直流电路基础知识，会应用电

路基本分析方法分析电路，了解半导体基本知识和几种半导体

器件，学会对放大电路、整流电路的理解分析，会在实际中应

用放大电路、整流电路等典型电路；数字电路部分要求学生掌

握基本逻辑门电路，了解几种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

触发器、定时器等的工作原理，会应用数字电路实现相应功能。

以模块覆盖所有的知识点，重点难点合理分布，教学内容

承上启下，前后教学内容衔接合理，理论知识深入浅出，以学

生的兴趣为学习触点，将学生需要掌握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两大部分知识内容划分成六个模块。

各模块及其内容安排如图 1 所示：

图 1　课程模块划分

六个模块中，每个模块的每个任务均包含理论知识学习

与实际技能掌握，使得学生实现学习的“理实一体”。在学

习完每个模块后，设置相应的理论及实际操作考核，及时获

得学生学习掌握度数据，进而查漏补缺。这样，学生可以分

模块分层次理论掌握知识与实际技能，实现知识与技能从易

至难的掌握。

三、结语

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分层分类模块化整合优化，教师以实

际企业项目为载体进行授课，课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学

生完成相应模块任务，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有成就

感、获得感。学生在掌握了理论知识的同时，将知识应用于实

践，职业技能得到提升，学习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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