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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制教学模式下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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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目制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持续深化焊接类专业课程改革，培养多层次、个性化焊接人才，是当前我国职业教

育亟需应对的重要难题。文章主要从焊接专业课程建设概述入手，探讨项目制教学模式下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并深入剖析项目制教学模式下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学生主体效应不明显、教学手段较为滞后

等困境。基于此，提出优化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构、强化学生主体地位认识和学习主动性、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和

专业实践平台的优化策略，以期为后续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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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Reform of Welding Courses 
Based on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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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ode, continuing to deepen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welding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ultivating multi-level and personalized welding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address. This article mainly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eld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reform of welding courses under th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od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diffi  culties faced 
by the teaching reform of welding courses under th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ode, such as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structure, unclear 
student subject eff ect, and relatively lagging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i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tructure of the course, strengthen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ir dominant position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stablish a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a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tfor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teaching reform of weld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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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焊接作为一种先进制造业技术，是我国生产经济以及现

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随着新时

代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我国焊接技术也在逐渐进步，对

焊接方面的专业型、综合型人才的要求亦在提高。然而，

由于焊接类专业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专业技能以及专业

互动方面具有较高要求，传统焊接类课程教学模式逐渐难

以适应新时期教学需求，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学生发挥自主

能动性[2，3]。而项目教学模式的诞生可有效补足这些难题。

项目教学模式主要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

体，可显著革新传统教学模式，提升学生自主能动性和互

动性，推动焊接类课程创新教学模式。这就要求相关院校

深切把握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结合课程改革实际需求，加

大焊接类课程改革力度。同时，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建

立契合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焊接类课程改革体系，持续优

化高职院校课程结构，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

就项目制教学模式为着力点，全面探析焊接类课程改革存

在的困境，并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案，以更加科学、规范的

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提高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为焊接类

课程发展有效赋能。

1　焊接专业建设概述

随着中国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焊接技术逐渐形成独

立的专业，且社会各界对焊接专业技术的要求也日益提

高。焊接是指通过加热或其他手段，将材料和被焊金属

材料之间彼此相接触，并相互穿透，使金属材料之间紧

密结合[4]。焊接一般包括熔焊、钎焊和热接触焊三类。

焊接课程及智能化专业主要培养船舶机械设备、化工材

料、设备制作等领域所需要的技能型、综合型人才[5]。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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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专业重点是培养具有物质化学、焊接冶金工程技术及

材料连接力、焊接设备与智能化、焊接应力及变形管理

等领域知识和运用技能的综合性工程技术人才。焊接专

业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力学、材料科学基础、电工电子技

术、材料连接力理论基础、检测技术及仪器、焊接技术

及施工管理等内容。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教学改革的深

入与学科科技进步为焊接技术教育带来了新思想与新技

术。由此可知，改革焊接课程结构、教学管理内容和教

学模式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促进我国

高质量建设的突破口。

2　项目制教学模式下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项目教学法旨在解决传统焊接类课程难以契合现代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诞生的新型课程改革模式。这种课

程改革模式主要以项目为指向、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

体，通过设计相适应的教学目标、实现形式以及评价方

案等环节进行全方位运作，有利于全流程提升教学效率

和质量。基于项目制教学模式，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是

社会经济发展必然条件。第一，高职院校焊接类专业作

为一个交叉综合性课程，不仅需要本专业学生在学习过

程当中熟练掌握有关机、电、光、控的专业知识，而且

还必须适应企业实际开发要求，广泛学习有关计算机技

术、工程应用知识，以适应专业的全面开发。第二，以

往实践性教学方法在把课程理论和实际进行融合的过程

当中，未科学合理的进行系统学习，使得学生在实验过

程中缺乏创造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6，7]。第三，高职院

校焊接类专业教学未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考核系统，也

缺乏针对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全面考核，这也不能反映机

械一体化专业学生的创造力、团队合作意识，以及实验

技能。

3　基于项目制教学模式下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

困境

3.1  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

一方面，教学内容单一。现阶段，焊接学科仍旧注重传

统焊接技能的基础教学，不仅教学内容单一，而且针对新

兴建筑材料、电子元器件等方面的实际应用也涉猎较少，

以致学生毕业后仅能从事某一项工作领域。另一方面，课

时设置不合理。焊接专科课程对学生实际学习和自主动手

的能力需求较高。但在传统教学中，焊接类课程教学质量

并不高，在理论知识课时占比相对较大，实践训练占比则

较小[8]。细言之，在焊接类课程教学过程中，课时设置通常

偏向于理论学习，对于实践培训的课时则占比不到三分之

一。且理论知识教学与实际工作时间上面临着较大跨度，

学院未能有效地将工程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利于对学员实

践能力的培养。此外，高职院校焊接类课程软硬件设备也

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需要，难以有效助力学生进行高质量

学习。

3.2  学生主体效应不明显

部分工科类院校尽管也试图过在教学中应用项目教学模

式，但是在现实的应用时，由于忽略学习者主体地位或以

教师为主体，使得学生的项目学习方式依然被动。这既不

利于学习者整体实践有效性提高，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探究才能。同时，在焊接类课程现实教学过程中，高

职院校焊接类课程缺乏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视，忽视对学

生学习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专业基础、性格特点差异的

认识[9]。且在教学内容、技能指导、考核评价上，采用教师

统一制定标准，难以有效凸显学生主体效应，以致学生缺

乏主动探寻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动力，更无法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10]。

3.3  教学手段较为滞后

一直以来，部分院校教师依旧按照传统教学手段，采

用口头语言、文字和书籍等灌输式教学方式，不仅教学内

容枯燥，而且学生积极性以及教师教学热情不高，以致焊

接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理想。同时，多数教师缺乏对学

生匠心精神的培养，仅一味的进行知识灌输，致使学生缺

少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和工作热情[11]。此外，在教学实践

中，焊接类教师对多媒体、信息平台、电子技术应用水平

较为低下，难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助力焊接课程建设，更无

法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从而制约焊接类课程改革。

4　基于项目制教学模式下焊接类课程教学改革具体  

策略

4.1  优化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构

焊接技术具有消耗性高的特征，因而高职院校需要基

于项目制教学模式，按照我国焊接技能规范和职业技能特

点，丰富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转变传统教学方式和实践

教学结构，形成完备的课程结构，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程

体验。首先，改善理论教学方式。基于项目制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应对工作进行科学性的分析，加大力度支持实

践教学，并根据自身的情况，采购教学所需的专业知识课

程以及理论教学方式，使学生的焊接技能得到更好培养。

同时，从焊接体系化的特点出发，高职院校应注重识图基

础、化学基础知识、电工基本知识、焊接材料基本知识、

电焊机基本知识以及基本理论等的基础教育。其次，建立

焊接培训基地。焊接训练基地是焊接专业学生增强自身技

能的关键场所。为此，高职院校应为学生建立一个相对完

善的训练基地，并且及时将焊接设备引入基地中，促进学

生焊接技能的有效提升。最后，完善焊接类课程基本知识

架构。高职院校应根据学生的需求出发，适当的开展焊接

实践。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

求的专业性人才，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就要做好各种准备，

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因此，基于项目制教学模

式，高职院校应加大力度支持专业课程改革，合理配置硬

件、软件资源，保证资金供给，确保焊接专业课程建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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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资源，重视焊接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知识框架和体系，

以最终成果为基准，设计和实施教学过程。同时，院校

应重视与社会企业的合作与沟通，通过校企合作，构建并

完善训练基地，促进产教联合，提高焊接实训教学的实     

效性。

4.2  强化学生主体地位认识和学习主动性

项目教学法是从联邦德国引入的崭新的行为引导型教

学模式，是顺应课堂教学模式而形成的行为导向型教学

方式中最为经典的方法，着重突出对学员关键能力的训

练，是体现当今全球最优秀文化教育发展理念的新型职

业与技能教学方式。基于项目教学模式，焊接类课程教

学过程需要突出了学生主体地位，并根据每个学生不同

程度的语言理解能力、学习水平、实际操作能力进行分

层教学。其一，教师应从课程目标、课堂教学、实验活

动、成果考核上区分不同的阶段，深入细致介绍课程中

的着重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度。其二，教师

应对各个阶段设计不同的借鉴式教学目标和活动，注重

绩效目标的设计。细致而言，项目制教学模式下，课堂

教学评价要增加对课堂教学行为、学员平时成绩、成果

展示等方面的评价比重，并强调对学员知识方法和思维

能力的训练，以此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和积极性。

并且，考核项目设置应充分围绕社会对各个阶段学员的

基础知识和能力要求展开，并体现开放性和应用性，助

力焊接类课程高质量改革。

4.3  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和专业实践平台

基于项目制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需要在焊接专业课

程体系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焊接课程教学平台，从各个

方面着手强化焊接专业实践教学，正确搭建产学研合作平

台、焊接专业实践平台。首先，高职院校需要在提高焊接

专业实际过程中，将“请进来”“走出去”的策略落到实

处，进一步强化和各类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焊接工程

研究所、焊接知名企业等的联系。于此，高职院校可联合

其他机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优势互补的发展进程

中，构建富有新时代特色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推进多层次

焊接专业教育教学与协作。其次，高职学校还应根据在与

有关研发单位、公司等合作过程中建立的产学研基础，进

一步完善并利用学校自身有利条件，完善学校现有的焊接

教学工具设备。最后，高职院校应在与有关公司、研发单

位的协作过程中，建设多种形式的焊接工作实训基地，与

学校校内外的专业教学实际情况相衔接，使毕业生在学以

致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素养。这可为焊接

类专业学生从事不同领域焊接操作岗位实践、实训或者实

习活动提供支撑。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项目教学模式的焊接类课程可通过多元

化发展，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和积极性，建立更为符

合现代化发展的课程结构。然而，项目教学法在我国焊接

类课程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一定实践成果，但仍存在诸多问

题。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契合新时期学生发展以及社会发

展实际情况，优化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构、强化学

生主体地位认识和学习主动性、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和专

业实践平台，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多层次、高素质

的专业焊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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