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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产教融合背景下的高职专业课程改
革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于高职学校的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来讲，为了使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促进学生的专业
实践能力，实施实践教学策略属于一种较大的教学改革和创新，
是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体系。应用实践教学策略不仅要求教师要转
变教学方式，更新教学内容，还要求学生的听课习惯有一定的
改变。高职学校的应用电子技术进行实践教学主要是为了提高学
生的实际知识应用能力，将学生掌握的相关理论知识能应用到工
程实践中，实现高职学校专业培养的目标。

1  创新教学目标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高职学校为了培养具有较高应用技术

水平的学生，必须创新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教学目标。对于高职学
校中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教师来将，教学目标的确定是为了培养熟
练掌握电子技术能力的学生，所以教师还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时
间，将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所以教师要创新教学目标。
具体来说，教师要加深学生对教材中应用电子技术理论知识的理
解，增加学生的专业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其次，教师要拓宽学生
的学习范围，鼓励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查阅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知
识，提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学习应
用电子技术知识能够正确绘制出相关的电路图，掌握正确的电路分
析和工程设计方法。最后教师通过应用电子技术的设计实践，培养
学生树立正确的生产观和设计观。

2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随着我国对教育的重视和不断改革，以及产业主导思维的不

断深入，高职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提供给国家建设理论知识良好，
动手实践能力强的人才。通常情况下高职学校的应用电子技术实
施实践教学主要包括毕业设计、实习、实训等内容，同时教师讲
授的理论知识和开展实践教学要分开进行，同时在开展实践教学
时要穿插一些理论知识，巩固学生应用电子技术理论知识的掌握。
例如教师在教授《EDA技术》这部分内容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和学
生的生活结合起来，选择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小产品进行
设计，例如交通信号灯的电路设计等，在教授《模拟电子设计》这
本教材时，也可以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小产品，例如感应灯、扩
音器等，在开展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实习课程时，教师可以通过
引导学生进行调研、或企业参观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培养
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

3  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在产教融合思想的指导下，高职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也在不

断更新，教师在进行应用电子技术的实践教学时，要增加相关的
应用电子技术的实训和实习，根据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选择
应用电子技术教材中有用的教学内容，将一些不实用的教学内容
删繁就简。另外教师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不仅要有较强的实用性，
同时还要将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穿插其中，提高学生对应用电子技
术课程的兴趣。同时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开发出可以指导
学生进行实训或实习的校本教材，使学生不光拥有良好的应用电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应用电子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王　娜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在高职学校中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所学的内容涉及到电子技术的各个方面，所以对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同样在
产业主导思维的作用下，教师在进行应用电子技术的教学时，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使得培养的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人才能
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此高职学校要从教师教学能力和课程体系等方面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
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产教融合；高职；应用电子专业

子技术的专业知识，还能熟练掌握应用电子技术的技能，为企
业培养所需要的全能型人才。通过实训或实习课程，学生自己
设计出来的产品会自己保存下去，同时学生的态度也会发生一定
的转变，在实训中收获了胜利的果实，在今后的学习中更会积极
主动地去学习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知识，同时也会熟练掌握利用
专业技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教师在实施应用电子技术实践教学时，要充分把握高职学生
的身心特点，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应用电子技术学习的课堂中。所
以教师要改革教学方法，降低对学生的要求，激发学生对应用电
子技术的兴趣，积极鼓励学生，培养学生应用电子技术的应用能
力。另外，教师要关注到班级中每一位学生，因材施教，将学生
感兴趣的内容应用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师的应用电子技
术教学效果。

4  改革考核方式
在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创新教

学目标、改革教学方法还要改革考核的方式。改革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的考试方式和考核方法，观察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和实训过程中项目完成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弱化应用电子技
术期末卷面的考试，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例如在《模拟电子
技术》考核时，教师通过了解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
单元电路的装配和调试等专业技能的考核，同时将以往期末一张
试卷决定学生电子技术的掌握能力，转变为试卷考核和动手实践
能力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另外，教师在进行教学评价时，要将
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最主要的评价内容，将学生的学习能力等
作为辅助性评价，例如，学生取得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和从业
证书，参加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相关的竞赛中取得了一定成绩等，
教师进行教学评价时要注意将以往对学生考试成绩的评价转变为
学生应用能力的评价。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教育中改革课程教学是当代响应我国产教

融合理念的指导，也是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教
学方法。尤其是对于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讲，不仅能提高对
应用电子技术理论知识的掌握，提高自身的学习动力，还可以通过
学校教育实现与企业的接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因此，改革应
用电子课程的教学，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高职教育“强化能力，重
在应用”的培养目标，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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