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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核心专业课程建设 
◆郭梅忠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信电学院  山东青岛  266555） 

 
摘要：高职核心专业课程建设应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依托，围绕岗位职业

能力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两条主线构建专业课程体系，从而确定专业

核心课程。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核心专业课程“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

维修”为例，从课程内容、师资、实验实训室、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体

系等五个方面进行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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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能力需求 
职业能力是指在培养目标前提下，通过专业各个职业岗位工

作过程的梳理，总结得出专业完成职业岗位工作过程需要的职业
能力。将职业能力分解、重构，依据职业能力构建课程体系，从
而实现专业培养目标。 

职业核心能力即职业关键能力，职业核心能力的的培养必须
与专业的核心能力培养课程相对应，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应以职业
核心能力培养为依据,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典型工作任务是毕业生在毕业后 5-10 年间需要完成的主要
工作任务。典型工作任务描述通常包括典型工作任务概述、工作
对象、使用工具、工作组织与要求等方面。根据职业岗位典型工
作任务，分解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以此重构专业所要求的知识结
构和能力。某高职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在面向电气设备维修
岗位时，其核心职业能力可归纳为： 

（1）电气线路的检查与维护能力； 
（2）电气故障的检测与排除能力； 
（3）基本电气元件的更换能力 
（4）交直流电机的检查与维护能力 
2 专业课程体系 
围绕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两条主线构建专

业课程体系，一般可分为四大模块，“基础能力、专业核心能力、
专业综合性实践、专业拓展能力”等，主要课程包括了“通识必
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选修课程”的课程体系。
通识必修平台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专业基础平台课程
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能力；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职业能力相
对应，主要培养学生核心职业能力。 

3 核心专业课程建设 
核心专业课程服务于核心职业能力，其建设标准应参照国家

精品资源课建设标准，因此其建设依据就应该是职业能力的需
求。基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电气维修工岗位职业能力需求，确
定“机电设备故障检测与维护”课程为核心专业课程。 

3.1 课程内容 
基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典型岗位工作过程，通过召开典型

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会，校企共同分析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的核心课程，参照岗位职业资格证书标准，参照精品资源课建设
的基本要求，与职业技能鉴定项目相融合，综合设计课程内容。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核心专业课程“机电设备故障检测与维护”
课程内容分为三个项目模块模块：项目一 T68 镗床电气故障检测
与维护、项目二 X62W 铣床电气故障检测与维护、项目三数控
机床电气故障检测与维护。每个项目下分若干个任务，以实施完
成项目目标。 

3.2 实验实训室建设 
依托国家财政和骨干院校建设支持，兼顾职业资格鉴定需

求，以核心课程内容和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为引领，打造核心专业
课程实验实训室。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核心实验室建设为一个理
实一体化实验室，具备讲授课程、实验、实训、电工职业资格证
书考试及培训等功能。 

实验室主要设备为“机床故障检测综合实验台”，含有 T68
镗床、X62W 铣床及数控机床硬件电路及排故障设施，可完成 T68
镗床、X62W 铣床及数控机床故障检测与排除、电工职业资格证
书考试实践环节操作技能测试、电气故障排除类职业技能大赛基
础训练。 

3.3 师资建设 
师资队伍由专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构成。 
核心专业课程对教师要求很高，不仅懂理论，对于故障排除

实践应有较丰富的经验，因此应加大对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通
过参加国内外交流学习、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实践锻炼、参与教
科研课题等措施，提升骨干教师的教学能力。兼职教师是指在企
业做专职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利用部分学时为学生讲解 T68
镗床、X62W 铣床及数控机床故障排除案例，同时介绍在现实工
作中遇到的相关排故障案例，为学生扩展思路。为提高兼职教师
教学设计能力、教育教学能力，通过教学理论与方法培训、兼职
教师参与校内集体备课、学术研讨等活动提升兼职教师教学能
力。 

3.4 教学方法 
目前在国内积极推行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

非常适合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其步骤包括任务导入、任务实施、
任务评价、总结等环节。在项目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根据课程内
容的不同，灵活引入各类适当的教学方法，增强学习效果，其主
要特点包括： 

对于内容相对简单、易于理解的内容，采用”自主学习”的
方法,鼓励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分组讨论、答疑、教学评价等环
节主动获取知识，锻炼学生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对于实践性比较
强的内容，采用理实一体的教学方法。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内容，
仍可采用讲授法。 

3.5 教学评价体系 
项目教学法易于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可包括教师评价、学

生自评、生生评价、互联网评价等方式。教师评价主要通过描述
性评语、评价量表、课堂提问等方式进行。学生自评以自己为参
照物，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学生之间互评有利于学生互
相监督和督促，有助于在学生群体中形成良性竞争，让学生对自
己的学习目标更明确。互联网评价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采集教
学的全过程数据，通过系统的统计可以进行及时反馈，让教学评
价数据化、直观化。“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课程采用的是
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生生评价的多元评价体系。 

4 问题及展望 
（1）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实施困难多。多元化教学评价体

系设计教学环节多，实施过程中占用大量时间，数据采集有时不
完整，部分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学习效果。在实施过程中，应建立
实用性强的各类数据表格、计分册，优化实施环节，以缓解实施
困难。 

（2）教学内容难以跟踪企业实际需要。企业的设备更新往
往早于我们对未来的预测，而核心专业课程内容的更新也需要一
个过程，因此，紧跟企业生产实际，建立校企技术互通渠道，便
于较快掌握企业设备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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