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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力机车运用课程“教学做”一体化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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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铁路技师学院  陕西宝鸡  721000） 

 
摘要：结束语“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中有很好的运

用前景，这种模式不仅具有科学性也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与职业教

育的特性高度吻合。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作为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专业的

一门课程，其专业高度的操作性决定了对“教学做”一体化的适用性。

对于“教学做”一体化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中的运用要不断进行探索，

使两者实现更加良好的结合。为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围绕电力机

车运用课程“教学做”一体化模式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希望能给相关人

士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电力机车运用课程；“教学做”一体化 

 

 

引言：电力机车运用课程在职业院校中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
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这个专业的性质决定了其是一门操作性极
强的课程，除了日常的理论教学还需要有大量的实践课程加以辅
助，所以这就需要创新电力机车运用课程教学模式。现在的“教
学做”一体化模式就是一门比较适合职业教育教学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充分兼顾到了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实现
了两者的结合。 

1.“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分析 
一体化课程的主要特征是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学

生为中心、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一体化课程集课程中多项要
求于一体，是综合多方面的一个课程。“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作
为一体化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了老师教学、学生学习、学
生实践于一体的课程模式，这种模式在职业教育中具有十分良好
的教学效果，跟职业教育特点相符合，也跟职业教育中的专业特
点相适应。“教学做”一体化跟相关课程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特点
充分吻合，使学生在具体课程学习中不仅仅拘泥于纯理论性的东
西，可以同时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实践，从而取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 

2.“教学做”一体化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中使用的必要性 
上边介绍了“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特点，其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充分结合。电力机车运用课程由于其
自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使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必要
性。电力机车运用课程属于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这个专业的，这
门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进行正确的列车操纵、电力机车操纵、行
车设备使用等，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对机车的保养与检查能力、
分析检查判断能力、自我保护与安全能力。学生对这些内容和能
力的学习一方面需要靠理论性的知识做支撑，另一方面必须对所
学的理论知识加以实践，如果不对部分理论知识加以实践，学生
对电力机车的相关了解就只停留在知识层面，形不成实际的运用
能力。另外现在在职业教育领域提出的教学理念是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基于电力机车运用课程性质的内在要求和职业教育特点
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把这门课程与“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充分
结合起来，在实际教学中多加运用，充分发挥出“教学做”一体
化模式的优势，使电力机车运用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运用“教学做”一体化模式的具体措施 
为了使“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教学中能

发挥出自身优势，那就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这种模式在电力机
车运用课程中有很大的使用必要性，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会遇
到一定难度，要想实现良好的效果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能顺
利达到预期要求[1]。 

3.1 学校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硬件设施是“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中“做”的一个实践工具，

如果没有相关的设施，这种模式就只能流于形式，没有实际的实
践机会。电力机车运用课程需要的硬件设施有电力机车模拟驾驶
实训设备、学生机等设施，在教学条件上还需要有实验实训室。

有了这些硬件设施教师在具体教授时可以以此为展示器材，通过
这些实体器材更直观、更全面地向学生介绍电力机车相关知识。
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一些相关的设备，学校要及时进行更新，使学
生在具体实践中能跟上时代发展变化，如果相关硬件比较陈旧，
学生学了之后跟当前的环境不相适应，没有实用性。如果未能及
时更新的，应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到现场参观学习。 

3.2 加强教师实际运用这种模式能力 
由于“教学做”一体化模式还没有完全在职业教育中完全应

用开来，很多教师运用这种模式还不是特别熟练，相关教学技巧
也没有完全掌握，这就要求教师要加强对这种模式的学习，提高
自身运用这种模式的能力，利用假期的时间到现场实习进修，在
实际教学中能准确运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如果用“教学做”一
体化模式展开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是首先要对理论知识烂熟于
心，保证理论知识已经完全实现内化，另外要求教师对电动机车
本身有一个完全了解，对电力机车的构造、工作原理、各个零部
件都熟练掌握，在实训课时能熟练传授给学生。另外教师还要掌
握一定的教学技巧，对于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好结合以及如
何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努力用合适的方式让学
生更好接受，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2]。 

3.3 加快学生对这种模式的适应 
我国现在的教育注重对学生理论教育，缺乏对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差。“教学做”一体化模式
把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动手能力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两者缺一不
可，这就需要加快学生对这种模式的适应，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
要多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对于电力机车运用这门课程，要
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对于一些操作，在老师总体把控下让
学生多进行亲身实践，逐渐培养出学生勤动手的习惯。比如电力
机车的操纵，必须让学生实际操纵电力机车，使其把老师讲授的
操纵技巧在实际操纵中加以理解和实际运用。 

3.4 将复杂电路化整为零、化难为易、科学分类 
机车电路篇幅大支路多看似天书，然其主、辅、控制电路分

布科学合理，各电器元件代号及流水号也有内在规律，找准切入
点，可以将复杂电路化整为零、化难为易、科学分类。如主电路
中一架与二架整流调压电路组成及原理完全相同，不同处为一架
相关电器流水号十位数字为 7，二架为 8；四条牵引支路组成也
完全相同，只四位电机所在支路流水号十位数字分别为 1、2、3、
4，如此一来，电路篇幅减少一半以上，初学者一见大图就头痛
的心理障碍扫除了，再抓住几条典型电路来分析，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结论： 
简而言之：电力机车运用课程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

“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所以电
力机车运用课程对“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具有很好的适用性，也
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在采取具体措施时首先需要加强学校的硬件
设施建设，还需要教师熟练掌握这种模式，在学生方面要使学生
对这种教学模式逐步适应，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些措施
的采取就会使得这种模式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上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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