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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背景下中职电气专业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
刘　凯

 （湖南省邵阳市高级技工学校，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中职电气专业是中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职教育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很多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遇到了诸

多困难，究其原因在于中职教学未能与企业需求完美结合，因此，中职院校将工学结合模式引入到了教学中。工学结合是一种教学理念，

通常是指教师将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融合，并以就业为目标导向，结合学情将校内外资源进行整合，借此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本文将针对工学结合背景下电气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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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学结合背景下中职电气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其一，中职院校电气专业的教学理论尚未健全，所以中职院

校的教学理念较为落后，教学内容也有待提升，未能达到开展工

学结合的基本要求。此外，部分院校在对外合作时，服务意识不

到位，无法针对企业岗位定向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致使学生很

难达到企业的用人要求，进而严重阻碍了工学结合的开展。

其二，中职院校电气专业硬件教学设备落后，在开展校企合

作活动时稳定性较低。当前，部分中职院校领导对电气专业的重

视程度不够，在进行教学资源分配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致使

电气专业的学生很难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此外，在开展校企合作

活动时，很多企业不愿对学生进行上岗培训，致使实训流于表面

难以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实操技能。

其三，在进行工学结合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有序

性。企业在开展工学结合的时候，需要给学生提供场地，并分配

出一些员工对学生进行指导，这样会在无形增加企业的负担。此外，

当学生实习结束撤离企业后，企业生产会处于一种短暂真空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和有序性。

二、工学结合背景下中职电气专业教学策略

（一）以工学结合为指导，构建电气专业教学体系

教师若想提升电气专业的教学效率，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

将学生的能力强化放在教学过程的重要位置，同时，教师还应在

工学结合理念的指导下审视课程内容，增强课程的实用性，通过

不断优化教学模式，调整教学内容，从而构建出一个科学、合理

的教学体系。此外，教师还应关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生

的具体情况对他们开展针对性教学，让学生所学即为市场所需。

例如，在第一学年，教师可让学生了解基础的电工知识、电

子技术等理论内容。在第二学年，教师可教授学生一些专业性较

强的理论，像是编程控制器、电机电工技术等。同时，教师还可

带领学生到合作企业进行参观，鼓励他们考取对应的资格证书等。

此外，教师还可将企业岗位需求与学生能力进行对标，找到学生

需要提升的薄弱环节，并对他们开展针对性教学，增强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为后期的深入企业打下基础。

（二）增强校企合作力度，加快师资力量建设

在电气专业的教学中，落实工学结合的主要方式就是校企合

作。因此，中职院校首先要了解企业的岗位目标，并围绕此目标

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在此基础上帮学生选择更好地平台非常重

要。未解决企业与中职院校的利益冲突，中职院校可利用与企业

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的手段解决，这样可为学生指明就业方向，还

能激起企业培养电气专业学生的热情。在师资力量建设方面，中

职院校可结合电气专业的特点建设优良的实训基地，为提升学生

的专业能力打下基础。而后，中职院校可聘请行业专家、企业的

技术骨干到学校做兼职教师，帮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电气技术。

例如，部分院校开始实行“校企人才交换”活动，让学校教

师深入企业，利用自身扎实的专业理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企业

让优秀员工到学校开展讲学，对学生讲解生产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及解决方法。通过这种模式，企业和学校都能从中获益，有利于

校企合作程度的加深，有益于师资水平提升。

（三）完善教学条件，推进岗位化教学进程

当前，大部分中职院校都在努力完善自身的实训基地。据调

查，全国目前约有 800 万国家级电气类实训基地。结合电气类专

业课程设计的特点，学校应持续完善实训基地的功能，并鼓励教

师积极参与到器材购置、设备调试、实训基地整体布局等活动中

来。此外，教师在开展授课时，可尝试采用项目教学法等模式，

让学生的课堂变为实训基地，引导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动手进

行实践，借此提升教学质量。此外，教师要推进岗位化教学进程，

使学生将理论与岗位工作相结合，进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

素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对电气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教

师若想让电气专业的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就有所突破。在工学结

合背景下，教师应转变自身教学理念、优化教学结构、提升校企

合作的质量并不断完善实训基地的硬件设施，这样才能将电气专

业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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