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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个性化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实施

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是教育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本

文分析了《焊接方法与设备》课程在个性化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以及课程考核等方面提出了个

性化教学改革方案，以此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满足社会对高技能

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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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也陆续开始实行单独招生考

试形式。新的生源形式导致以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的
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从具体专
业课程出发，对个性化教学问题进行研究，探索高职院校个性化
教学实施的有效方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高
等职业教育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课程个性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焊接方法与设备》课程是高职院校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

的一门主干课程，该课程特点是理论知识点较多，同时对学生的
动手操作能力要求比较高。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常
见焊接方法的原理、特点与应用的同时，培养学生熟悉各种焊接
方法的基本操作。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发展对焊
接人才的技能水平要求也在逐步提升，而反观目前《焊接方法与
设备》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课程共性内容偏多目前本课程的相关教材内容大同小异，
多侧重于理论性知识介绍，在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的同时高职学生
理解相关知识点存在一定的难度；课程内容就目前生源形式的高
职学生来说缺乏层次性，教学目标较为单一。 

2、授课方式和教学方法不利于个性化发展该课程多以教师
在课堂上讲授为主，更多时候学生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缺乏
与授课教师的互动；很多问题的单一性导致还没有讲授就已经有
了统一的答案，学生不愿意主动思考问题，这就束缚了学生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3、教学过程忽视学生个性差异现今高职院校学生个体差异
很大，他们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知识理解能力、学习进度以及思
考问题角度不尽相同。课程教学中的群体化教学模式在规范学生
学习行为的同时也忽视了作为学生个体的差异性。 

二、提高课程个性化教学效果的方法 
1、制定个性化的课程教学目标有研究认为个性是创造力的

基础，而创造力是在个性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或多种心理过
程。高职院校课程中的个性化教学应提倡尊重个性，培养良好个
性和创造性的高技能人才，只有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才能激发
他们的创造力。学生入学时水平参差不齐，兴趣爱好不尽相同，
教学过程中关注点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通过与学生接触，制定
多层次的教学目标就显得十分必要。学生们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完
成各自的教学目标，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分别获得成功的体验，自
信心得到提升。 

2、设置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在《焊接方法与设备》课程设置
方面上首先应该体现出多元化，每种焊接方法中都应该体现出理
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操作相关内容，同时还应该补充进来其最新的
发展方向和进展，以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学内容中
还应该组合化，来加深学生对于各种方法的认识和联系；同时整
合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设置模块化教学，
来满足学生不同需求。个性化的课程内容可以保护和发展学生的
个性，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个性需求。 

3、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方法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多样化
和灵活化的教学方法来实现个性化的教学目标。如在介绍埋弧焊
焊接方法及其设备时，采用课堂讨论法，向学生提出为什么埋弧
焊允许使用比焊条电弧焊大很多的焊接电流和电流密度这个问
题，在学生独立思考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根据讨论结果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以上两种焊接方法原理与特点
的差异的角度出发，得出问题的答案。教学过程中将实验法教学
应用于讲授一些比较抽象的物理及化学概念，使基础较差的学生
易于理解和接受；而焊接设备的相关内容讲授时可以多采用演示
法和实习法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获得直接知识，验证和巩固所
学的书本知识，培养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技能和技巧以及能力。 

4、创设个性化的课程教学环境《焊接方法与设备》课程理
论知识点主要集中在焊接电弧的物理基础部分，涉及到焊接电弧
物理学、电弧受力和熔滴过渡、焊缝成形控制等内容。这部分知
识点讲授时选择在物理和化学相关实验室进行，可以将抽象的理
论知识点转化为形象生动的物理化学实验，边演示边讲解，学生
亲自动手分组操作，大大的提高了教学效果；后续的各种焊接方
法原理、特点及应用部分就可以授课地点转移到多媒体教学之外
的焊接实训室，与学生一起直接面对实际焊接设备。对于一些特
殊焊接方法及设备，可以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通过认识实习的形
式去相关企业进行进一步了解。 

5、课程考核体现个性化考核内容要以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
既包含文化素质内容，又涵盖职业技能考试，增设选做题，同样
的分值由学生自己选择擅长的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灵活多样，平
时、期中与期末考试可以根据实际进度和需求采取口试与笔试结
合、实际操作、师生评价和研究论文等方式进行；考核标准为了
突出个性化，从多方面出发，对个性化教学的效果进行客观评价，
以确保促进学生的学习，获得成功的个性化教学。 

三、结语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通过上述几种措施对《焊接方法

与设备》课程进行个性化教学改革和尝试后，学生对该课程的学
习兴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而带动了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的提
升。我们还需要继续进行个性化教学的探索和尝试，进一步完善
个性化教学改革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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