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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基于“项目教学+教学诊改”的高职电子信息类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郑伟胜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南昌  330095）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强化内涵提升质量的突破点和着力点，

而所有的教育教学改革，最后都通过课程开发与课堂教学反映在
学生身上。经过多年的探索，不断修改，实践，完善，推广，总
结……，我们开发了基于“项目教学+教学诊改”的高职电子信
息类主干课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获批省级精品课程、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2 门及其他院级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省级电子信息技术技能实训中心等电子信息类专业质量
工程项目 4 个。完成了“高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与
实践”、 “基于 Proteus 的高职单片机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开
发与应用”等省级教改课题和江西省科技计划项目 15 项。 

1.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项目教学”：从 2007 年开始，我系电
子信息类相关专业开始全面探索实施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按照课
程内容与企业需求对接，通过“任务驱动，项目教学”这一建设
思路，信息工程系组织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通
信技术等电子信息类各相关专业与企业合作共建专业主干课程。
具体的做法是：凡是应用知识的课程，都根据类别分为若干技能
单元，我们将每个技能单元作为一个教学项目，实行理论实践一
体化的单元式教学，每个单元教学都以应用该项技能完成一个作
业来结束，并进行下一个项目的教学。以《单片机原理与技术》
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安排了 5 个技能单元：（1）流水灯、控制器、
开关控制。（2）花样霓虹灯、倒车警示器。（3）简易计算器报警、
PWM 可调调光台灯。（4）显示秒表、移动广告屏。（5）多个流
水灯、数字电压表。将单片机的理论知识贯穿于这 5 个技能单元
中，由浅入深，生动形象，学生易学易懂，这样培养的学生，在
企业上手快，深得企业用人单位好评。 

同时，为了满足企业需求，让企业从校企合作中获益。结合
“项目教学”，我们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1）试行多学期、
分段式的教学组织模式。例如我们与斯比泰电子（深圳）有限公
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斯比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提供顶岗实
习岗位和就业机会，给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优秀学生提供奖学
金。每年的 11 月份到第二年 1 月份，是生产的高峰期，公司对
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而我们学生经过开学后三个月的学习，也
需要熟悉企业的生产环境、生产流程。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我
们开发了基于“项目教学”的《电子技能》实训课程，从 9 月初
开始，在开学的头三个月，穿插在公共基础课中学习。11 月底，
到公司顶岗实习。一方面，解决了公司对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又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提高技能。有效解决了
校企合作中一直存在的企业参与度不高等教学“痛点”。（2）校
企联合制订课程标准。（3）校企共建省级电子信息技术技能实训
中心。2012 年，在原有实验实训室基础上，在省级财政及中兴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持下，我院投资 460 万元建设了省级电子信
息技术技能实训中心。随后又引进 SMT 生产流水线一条，扩建
智能楼宇综合布线实训室、物联网综合实训室、电子产品芯片级
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实训室，以上实训室均采用校企联合制定的
教学场所标准，与企业实际生产环境类似，能为本系各专业提供
优良的专业技能实训条件。 

2.“教学诊改”是推动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对“项
目教学”的不断深化。（1）2017 年，与北京蓝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合作建立了江西省职业院校移动云教学大数据研究中心。在
我院发布了江西省职业院校第一份课堂移动云教学大数据报告。
该报告采用江西省高职、中职院校的 144 名教师和 15380 名学生
的数据样本，覆盖江西省 66 所院校的 450 余个教学班次。报告
公布了实施课堂移动云教学的相关院校的有效班课数、不同课程
类别的班课占比、不同课程类别的平均出勤率、资源统计、活动
统计等一系列数据点，为院校做好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客观科学
的数据支撑。以省级在线开放课程《数字电路与仿真》为例,我

们将该课程所有知识点和岗位技能点包含在一个个项目中，同时
能够支持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为了便于学生线上线下学习，我们
在教学平台上提供了多维信息化教学资源包括;微课视频、中国
大学慕课在线平台、软件仿真、动画教学等来帮助学生掌握重点、
突破难点，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上课前，
安排好教学内容，课堂上通过发布不同的子任务解决教学难点，
完成教学目标，最后对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做出科学的考核评价。
（2）技能竞赛是对课堂教学进行自我诊改的重要依据并推动课
程教学改革。以“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技能竞
赛为例，本赛项主要检验选手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下对电子产品芯
片级检测维修及数据恢复的技能运用及综合职业素养表现，为行
业、企业培养紧缺人才，提高电子信息类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质量。2017 年，我系老师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裁判员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高职组“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
与数据恢复技能竞赛”的裁判工作，当时这个赛项在我们学院还
是空白，2017 年 8 月我们和江西高欣公司合作分别在相关专业
开发了《电子产品芯片级维修》和《数据恢复》两门课程，并建
设了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实训室。由于实用性
强，学生积极性高，深受学生好评。2018 年 11 月，在江西省“电
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技能竞赛中我们获得了一等
奖（第一名）和二等奖的好成绩，并取得了参加国赛的资格，在
该项赛事中走在了前列。 

经过实践检验，在校企合作背景下，双管齐下：通过“项目
教学+教学诊改”进行电子信息类课程教学改革，并向全院及兄
弟院校推广。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不断显现，并通过毕业生就业
率、企业用人单位评价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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