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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张明丽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750004） 

摘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的实践性非常强，属于工学结合的专业课程，一味地以课堂知识讲解为主，尤其是对高职院校的
学生来说，显然很难达预期的教学效果，同时也无法获得良好的教学质量，本文从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实践课程当前的教学
现状谈起，浅析课程改革的建议，从而为此专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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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理论教学为主，以课堂为主，这对于轨道
交通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适合的，也不适应当前轨道交通对人才的
需求，为改善教学效果，同时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高职院
校就需要对当前的教育进行改革，转变教学的观念，创新教学的方
法，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一、轨道交通课程现状调查 

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最为突出的
有以下三点，首先是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有待商榷，其次是在课程设
置当中偏离了现实，更多地体现在理论体系当中，其三是课程设置
在实际操作的环节中有许多弊端。 

目前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中的课程设置最有代表的就是
三中心现象，分别是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大纲为中心，
课程的设置都是围绕这三个中心来运行，这样的课程设置显然已经
越来越偏离实际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要求实
践性，社会融合度非常强的专业，它所表现的缺陷非常明显，首先，
在课程的开设过程中，是以师资的条件作为开设课程的基础，一切
都是以教师作为主导来开设课程，很大程度上更加依赖所授教师的
专业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说，教师的专业水平严重影响学生对该专
业学习的质量。第二，课程的开设与学校的环境条件以及教学的设
备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交通运营专业这种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来说，
如果没有更多的设备让学生进行实训的操作，很难提高教学的质
量，也很难使学生能够真正学到专业的技能。在课程设置时的操作
环节也存在许多问题，许多高职院校只是将教学大纲作为硬性要
求，严重忽略了实践的训练，有些教师甚至擅自作主改动实训的要
求，尽可能地去压缩实训的时间，同时在实训的操作过程中也没有
更多的名家指导，虽然也挂有校企合作的牌子，但大多数学生并没
有走出校园进到企业当中去实训，导致学生与社会严重脱节，高职
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很难满足实际岗位的需求。这种情况，对学生
未来的发展极为不利，同时也会使社会缺乏更多这样的专业人才，
形成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学生无法就业，一方面企业找不到人才。 

二、对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1 培养方案要修订 
随着新的课程教育改革在全国进行推广，各高职院校也积极响

应，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成果，当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在开设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课程依然还在采用传统的教学体系，传统的
教学体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不少的力
量，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然而，随着当前社会的高速
发展，新科技也层出不穷，如果还是一味地坚守传统教学方式不变，
就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高职院校应该要及时进行调整以及修
正对人才培养的方案，才能很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1]另外，还要
完善操作标准，这样才能保证城市轨道交通人才培养的质量。具体
的措施是，可以将现有的课程与学生的专业度和实践关联度并不是
太紧密的课程，进行重新调整分配的比例，这样就能够保证核心课
程的教学时间量，压缩其他无关紧要的课程时间安排，一来为专业
的课程腾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能够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课
程当中去，其次也减去了更多对学生学习无关的课程，使学生从无
价值的学习中摆脱出来，提高了学校教学质量，也能够培养更多的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2 教学体系要优化 
教学体系一直是教育界的诟病，一时间很难进行改革和创新，

高职院校的交通运营专业要采取优化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校内，还有一个就是校外。对于校内优化，可以对课程进行
优化，将无关紧要的课程减少，让更多的实践课程合并，最后通过
综合实训的方法来提高校内实训以及操作方面的质量要求。[2]对校
外来说，重要的一点也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唯一有实训效果的方式，
那就是加强校企合作，校企合作的优点体现在让学生通过社会实操
训练，最后达到实战的要求，能够使学生告别简单的理论架构，强
化学生的实战经验，在校外优化时，学校要安排学生参与到更多的
校外实践课程实习中去，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以及学生的专业技
能，加强校企活动，使学生锻炼出更强的职业能力，通过实践课程
的教学手段，要积极探索与创新教学的方式，同时要鼓励教师，将
实际的课程从学校内部转移到学校的外部，从课堂上面转移到现
场，也可以根据课程的需要与教学的时间进行调整，通过以上校内
校外不断优化实践课程的教学体系，从而来提高高职轨道交通运营
专业的教学质量。 

3 评价机制要改善 
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实践课程在进行评价值时采用的

标准主要形式是考核与考勤的形式，在教学过程当中，传统的评价
机制是以指导教师为主体，这种评价方式有很多缺点，最为突出的
是没有多元化的评价特点，在评价过程当中参与的要素非常多，它
们大多集中在态度，技能方面，但是，即使有太多的参与评价的要
素，很大程度上依然很难避开指导老师的主观意见，造成评价的不
公平，因此在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评价体制当中，要进行多
元性的评价方式已经是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邀请相关
的企业参与到评价体系当中去，并且将学生的自我评价也加入进
去，在评价过程当中通过不同维度进行评价，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使学生参与课程的热情高涨，同时要优化教职工课程的安
排，使学生实践操作的效果能够得以提升，在对学生进行评价过程
当中，要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评价，这样才能改善教学的效果。 

结束语： 

高职教学要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要对课程的开发有合理性以
及科学性，采取有效的手段，转变观念，通过创新教学的方法，来
解决当前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问题，对高职教师的培养也不容忽
视，提高教师的职业教育的能力，优化教学的体系，对实践的标准
进行明确，调整教学的模式，实现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全面把控对
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的效果，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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