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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不论是教育管理者，还是学校教师，对模块化教学的理解还不是很清晰，模块化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中也有实施，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本文主要从模块化教学的内涵、原则、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

方法以及模块化教学环境对教师分工协作提出新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以期对教育管理者和

教师在实施模块化教学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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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教学的理念提出已久，但在实际专业改革和实

际教学过程应用的不多。很多专业课程体系停留在“基础

课—专业课”的主线上，专业以传统课程体系为主线进行

授课。如何将传统的课程体系进行碎片化、模块化，如何

将行业企业标准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如何通过教师分工协

作更好地实施模块化教学值得深思。 

1  模块化教学概述 

1.1  模块 
模块，顾名思义就是一系列通用单元，这些单元有明

确边界，具有某种确定功能和接口结构，可按某种规则进

行组合。模块具有三大特征，即模块要相对独立、具有明

确功能、具有一定的标准。模块可以组合成一个系统，也

易于从系统中分离、拆卸和更换。但它不是对系统任意分

割的产物，它具有明确的特定功能，这种特定功能不依附

于其它功能而能独立存在，并不受其它功能的干扰。 
1.2  课程模块 
所谓课程模块有两种理解，一是将某一门课程的内容

按某种标准分解为若干模块内容，即课程内容的碎片化；

二是以专业视角，将专业课程体系中全部课程内容进行重

构，形成整个专业的课程模块，即专业内容的碎片化。课

程内容的碎片化是专业教学内容碎片化的前提和基础，但

二者并非完全一致。站在专业视角进行专业内容碎片化具

有更高的整体性，能有效避免课程模块间的重复性与重叠

性。 
1.3  模块化教学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了模块

式技能培训的概念。该模式的内涵按职业岗位的完成程序

为主线，以某种职业的岗位任务为依据，为实现岗位能力

培训目标，将培训内容划分为若干培训模块，按模块开展

培训教学。 
这种模块化培训教学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职业教育

领域的专业教学。但是基于专业进行模块化教学的难点有

二：即专业教学内容的模块化细分以及模块细分后的教师

分工协作问题。专业教学内容的模块化细分是基础，是前

提，也是重点。而专业教学内容细分后，对教师教学组织、

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2  模块化教学的原则 

实施专业模块化教学，需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2.1  系统性原则 
要站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全局视角，进行专业教学内容

的模块划分，专业教学内容的模块化绝不是专业中所有课

程内容模块化的简单拼接。专业教学内容的模块化细分要

遵循系统性原则，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模块划分的整体

性、模块内容之间的有机衔接性、理论与实践的相融性以

及模块目标一致性等多个方面。 
2.2  实用性原则 
模块划分时还要注意知识与技能的实用性，尽最大可

能消除模块间的冗余。模块化教学组织要做到有的放矢，

要实现培养目标，在组织模块化教学过程中，要时刻注意

实用性原则，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模块化设计，围绕着同一

主题，融合课堂教学、练习、实验、操作、研讨等不同的

教学形式，增强模块化教学的实用性，切实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2.3  可持续发展原则 
模块化教学在保证以实用技能为主的前提下，更要考

虑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模块化设计时淘汰陈旧知识

和落后技能，针对行业前沿和未来技术发展，创新教学模

块，让学生能够适应未来发展，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 
2.4  弹性原则 
在进行专业模块化设置时要留有足够的空间和弹性，

以应对行业发展、技术变化和社会需求改变。模块划分不

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目前有很

多院校过分强调人才培养方案的刚性，而忽略了人才培养

方案的柔性，人才培养方案一经定稿就三年不变，教学管

理和人才培养就显得过于教条了。 

3  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的方法 

3.1  传统的专业模块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专业领域提到的“模块化教学”，大多还停

留在“课程模块”阶段。在“课程模块”阶段，课程是模

块的最小单元，每个模块由若干课程构成。如有的专业将

全部课程划分为通识课程模块、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核心

模块、专业拓展模块、实习实训模块等，每个模块中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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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几门课程。笔者认为，这样的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存在

以下两点不足。 
第一是以课程作为模块的最小单元，会导致这个最小

单元不够独立，课程间难免会出现内容交叉与重复，所以

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不得不花大气力来研讨课程

间的课序、内容间的衔接，以规避上述问题，但事实证明

效果不好。 
第二是每门课程的学时多、内容杂，知识点和技能点

不够突出。往往会出现，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撰写课程

标准时，思路较为清晰，能够准确知道各门课程的边界。

但是，哪怕是不同的教师讲授同一门课程，也会由于教师

自身原因导致课程侧重点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学生学习时

对该门课程的知识点和技能点较为模糊、不够清晰。 
3.2  “超市模式”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方法 
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较为彻底的专业教学内容

模块化应当是“超市模式”专业教学内容的模块化。所谓

“超市模式”的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主要特征有以下几

个。 
3.2.1  专业视角 
要站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全局视角来进行专业教学内

容的模块化，要打破传统的课程视角，按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要求，将全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化梳理与重构。

打破原来的课程体系和课程逻辑，重构专业教学内容的模

块体系和模块逻辑。模块体系以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知

识和技能为主线，模块与模块之间模边界清晰，最大程度

消除冗余。 
3.2.2  岗位需求 
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划分的另一个依据是专业对应的

岗位能力需求。模块划分前可以先行梳理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中关于专业岗位需求，比如知识需求、能力需求和素质

需求，而后再次梳理专业岗位工作流程，对应工作流程的

各个节点，明确岗位工作任务内容与要求，再将这些任务

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模块。如此划分的好处就是，模块间

的逻辑顺序与岗位需求相适应、清晰明确。 
3.2.3  模块规模 
关于教学内容模块的大小没有统一标准，也不应一刀

切式统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不少学者认为，专业教

学内容模块尽可能规格统一（学时固定），这样看起来会

很整齐，但这并不符合教学规律。所以在专业教学内容模

块划分时千万不能舍本逐末，只重形式而忽视内容。 
3.2.4  学分对应 
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的关键一步是学分对应，即按教

学内容模块的学时多少、重要程度等因素为每一个模块赋

予学分。为模块赋学分时要注意，并非所有模块的学分之

和等于专业总学分，而应该是所有模块的学分之和要大于

专业总学分，即同类模块要多，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选择

空间，具备专业总学分即可毕业，这样才能实现“超市化”

效果。 

4  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环境下的教师分工与协作 

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之后，对教师的教学组织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4.1  模块化设计阶段的教师分工协作 
在专业教学内容模块化设计之初，就需要教师们分工

合作。这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模块拆分与确定、模块规模确

定、模块学分确定、模块内容设计等方面。模块内容是否

合理、边界是否清晰、能否最大程度消除冗余关键就在这

个时期。 
4.2  模块标准撰写阶段的教师分工协作 
这个阶段相当于课程标准撰写阶段，只不过写作对象

由课程换成了模块。在各个模块标准撰写过程中需要教师

们分工协作。因为各个模块的教学标准是为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服务的，所以模块标准的撰写仍然需要考虑模块间的

顺序、衔接、相互关系。 
4.3  模块化教学阶段的教师分工协作 
为更好地实施模块化教学，实现预期模块化教学效

果，在教学阶段也需要教师们的分工与协作。在实施模块

化教学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们进行集体备课，需要教师们

按人才培养目标集体设计教学环境、教学案例、教学工具、

教学方法、考核评价、教案教材等方面，使模块化教学具

有针对性、目的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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