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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DCA循环质量管理理念的教学设计思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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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好的教学设计对教学活动的指导与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对教学设计内容进行了探究与论述，并将 PDCA
循环质量管理理念融入教学实施环节，通过 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和 Act（整改）4个环节，周期性地保障教学
质量，拓展了教学设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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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全国第一届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职业教育的功能和职责

更加明确，旨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
从教育和人社部门分别举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和
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的要求来看，对教师的教学设计能
力和水平极为重视。如何针对课程开展科学、有效的教学设计，提
高教学质量，是教师工作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本文通过对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所提出的 PDCA 循环理念进行探
究，创新性的将其应用于教学设计环节，把学习过程划分为计划 Plan
（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和 Act（整改）4 个环节，优
化教学过程，使学生全过程地参与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凸显
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堂角色，持续性地改善教学质量，实现教
学水平的螺旋式上升。[1]

1 PDCA 循环的含义
PDCA 循环理论是指在做质量管控时，把质量管理过程划分为：

P（Plan）——计划，确定活动的实施方案和计划；D（Do）——实
施，完成计划要求的工作内容；C（Check）——检查，分析和总结
执行情况的质量和效果，发现问题；A（Action）——整改，对检查
环节发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整改，优秀的方面加以拓展和推广；不
足的方面进行改进和修正，同时，将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延伸至下
一个 PDCA 循环，直到问题解决。循环过程可以大环嵌套小环，优
化局部问题后再进入下一个环节；还可以一个环跟着一个环，对前
头未能解决的困难继续开展质量管控，逐步提升。[2]

2 教学设计核心内容
教学设计需要重点落实“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

将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相融合，实现“学习者与工作者相统一、学
习内容与工作内容相统一、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相统一”的工学结
合式教方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开发。一个相对完成的教
学设计，需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2.1 教学分析
教学分析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前提，主要涉及教学内容分析、教

学重/难点提炼等。教学分析并不是简单地将教材内容进行罗列和筛
选，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成长规律、学习能力和知识基础等多重
因素，科学地设置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提炼教学难点。

2.2 学情分析
备课包括备教材、备教法和备学生。备学生环节可以通过学情

分析，客观、科学、准确地了解学生。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学
习基础情况、心理认知特点和社会背景三方面。旨在了解学生的现
有知识储备情况、学习能力水平、个性特征、爱好偏向、学习态度
及其择业观念等特征，便于因材施教。

2.3 教学目标
结合教学分析和学情分析，定位课程教学目标。根据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挂钩“1+X 证书”和“汽车维修工”职业岗
位需求，将课程目标划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和思
政目标。特别是思政目标，需要结合课程性质及其内容，深度挖掘
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发扬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培
养学生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4 教学策略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生

命周期的教学设计，配合信息化教学手段，充分以学生为主体，革
新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改进教学质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1）课前——任务导入·资源获取。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发布

各种教学资源，丰富学习内容；利用翻转课堂，拓展教学时间和教

学空间；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线上教学内容，完成知识储备和预习，
初步达成知识目标。

（2）课中——知识内化·突破重难点。通过任务驱动、案例
分析和情境导入等多种手段，引导学生转换学习身份和角色，从工
作者角度分析、解决问题；课堂内通过教师示范、学生示范的方式
进行实操教学，督促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操训练、规范流程、
相互监督和评价，从而巩固知识目标、达成技能目标和素质目标。

（3）课后——反思整改·巩固提升。反思学习环节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根据教师下达的课后实训任务和要求，针对性的进行总
结和整改。在理论上重复梳理操作流程和规范，突破知识目标；在
实操训练上熟悉和提升操作的规范性和准确性，达成能力目标。

2.5 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环节的设计思路如图 2 所示，在实际教学环节，根据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个体差异性开展针对性辅导，有利于教学质量的
同步推进。

图 2 基于 PDCA 循环的教学设计思路
（1）P（Plan）——制定解决方案和操作流程
学生根据任课教师发布在教学平台手机客户端上的课前学习

任务，独立完成规定的任务清单，以团队协作的方式，针对课程问
题，探讨并制定解决方案和操作流程，为后续的教学环节做好知识
储备和理论铺垫，从而指导实践。

（2）D（Do）——开展实操演练
各小组分别展示、分享本组的任务解决方案和实施流程，在任

课老师的指导下相互补充和完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工协作，通
过实践检验理论，完成课程要求的实训任务。

（3）C（Check）——检查过程的关键点和结果
教学过程贯穿组内自我检查、评价小组全程跟踪检查和教师标

准化检查，针对课程的重难点和实操演练成效等多方面进行监督，
及时做出规范性指导和标准化要求。

（4）A（Act）——依托标准进行反思与整改
学习结束后，通过组内自评、小组互评和教师点评的三位一体

化评价模式，引导各小组针对自我学习质量和操作规范性进行自我
反思和整改，为课后巩固、提升教学内容做好铺垫和指导，确保学
习质量持续性提升。

总结
通过对 PDCA 循环质量管理体系的探究，将其创新性地应用于

课程的教学设计环节，明确了教学设计的步骤、内容和突破点，为
教学设计提供了新颖的质量把控理念，对教师开展教学设计工作具
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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