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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下,轨道交通行业发展促使人才需求改变。现代产业学院需创

新金课程建设路径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文章先阐述金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分析高职轨道交通工程专业

教学现状。接着从课程设计、目标明确、团队组建、教学中心搭建、策略制定、评价体系改革等多维

度探讨金课程实施路径。最后提出金课程教学效果评价,目的在于培养适应“33618”体系要求的高技

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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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33618"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il transit industry has led to changes in talent 

demands.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need to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golden cour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 article first expounds on the necessity of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rail transit engineering major. Then, it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golden cours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ourse design, clear goal setting, 

team building,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enters,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reform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it propos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golden courses", aiming to cultivate high 

skilled talen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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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庆着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1]。现代产业

学院是产教融合新平台,建设要立足区域产业发展[2]。金课程是

产教融合重要载体[3],“33618”视域下现代产业学院金课程建设要

结合高技能人才培养要求,融合校企资源,融入产业元素[4]。重庆

高职院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更应立足“33618”产业集群特色优

势加强金课程建设[5],放大重庆制造业特色优势,以达成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总目标[6]。 

下面以轨道交通工程现代产业学院专业核心课程“轨道

线路养护与维修”为例,介绍金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路

径探索。 

1 金课程建设必要性 

“轨道线路养护与维修”课程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

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对接轨道交通线路工、探伤工国家标准,

对标线路维修作业岗位能力要求,学生不仅需要掌握轨道线路

养护维修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更需要拥有轨道线路设备检测、维

修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能力,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学深悟透、紧密

结合。但该课程具有理论性专业性、工程实践性强、专业概念

抽象、检修作业步骤繁多等特点,决定了实际教学中多数学生很

难将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更不用说科教融汇了,导致课程培养

目标难以达到企业岗位标准要求[7]。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轨道线路设备、铁路线路的检测、

养护、维修等职业能力,以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工程

实践能力,根据课程现状与“33618”产业集群体系需求,课程团

队深入用工企业走访调研[8],从课程的整理设计、明确教学目

标、组建教学团队、搭建教学中心、制定教学策略、改革评价

体系等多个维度进行金课程打造,并注重贯彻课程的实施与评

价,有效达成课程的建设目标。 

2 高职院校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教学情况现状分析 

2.1教学模式比较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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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传统的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

位,如教师讲授法和书面考试,这忽视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

养,缺乏互动性和实践性。尽管已经开始尝试案例和项目式教学

法,但因教学资源、实训资源、工程经验不足而难以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这种局限性使学生在解决轨道线路检修问题时可能

缺乏创新思维和实战经验。 

2.2师资力量和实践基地不足 

许多教师在学术研究上颇有成就[9],但在实际线路养护维

修方面操作和管理经验方面存在不足,这限制了教师在实训技

能和实践教学的能力。同时,实训基地建设亦不到位一些高职院

校的实训基地和实训设施老旧,不能模拟现代轨道线路、铁路线

路的环境,而校外的实训基地数量有限,且与学校的合作不够深

入,难以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习实训机会。 

2.3与行业的互动和合作不足 

轨道类高职院校与轨道行业的互动和合作程度不高,导致

校内课程教学与实际工作之间存在脱节现象。轨道行业的专业

人士、技能大师很少参与高职院校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实际教学

过程中,学生缺乏与行(企)业专家互动的机会,这限制了他们对

行业趋势和需求的了解,也影响了他们建立职业网络的机会。 

2.4轨道交通现代产业学院学生学情分析 

课程应用智慧教学平台和调查问卷分析现代产业学院大二

班级学情数据,掌握学生知识和技能基础,总结学生学习特点,

预判教学难点,制定教学策略。 

知识基础：通过前导课程的学习,学生已掌握轨道交通线

路、轨道交通路基施工等基础知识,对其前导知识掌握情况进

行课前摸底测试,班级平均成绩为73分,其中,低难度的概念

类基础知识掌握较好,得分率最高；中等难度的题目因为轨道

线路设备的综合知识掌握不牢、实训操作认识不到位等原因

引起得分较低。难度题主要考察细心和严谨能力,包括鉴别题

和计算题,大部分学生还不具备轨道线路养护维修作业的细

心、严谨要求。 

认知能力：通过轨道线路认识能力测评,识记、理解、分析

和综合能力均在中等水平,而细节把握能力较薄弱,测评结果与

课前摸底测试结果相呼应。 

学习特点：对学生的实训学习能力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学生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喜欢用移动终端学习,对轨道线路工

工作岗位中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与学习欲望,

但不善于团队协作,实训后,未养成及时整理实训工具的良好劳

动习惯。  

分析可知,学生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但普遍重视实训课程,

因此,教学应以职业技能培养为重点,借助智慧课堂等信息化手

段,通过设计丰富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为知

识基础较差的学生开放多渠道的学习路径,全面提升学生的综

合运用能力。  

3 面向“33618”产业集群体系的现代产业学院金

课程实施路径 

课程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结合职业教育基于工作过

程的课程观和基于教学诊断与改进的质量观,构建以学习成

果为导向、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全程闭环持续改进的教学模

式。课程以岗课赛证融通为核心,以可评可测为标准,根据预

期学习成果确定教学三维目标,依据学情分析,依托丰富的教

学资源打造守初心、铸匠魂、强技能的高效课堂,达成既定学

习目标。 

创新构建全程闭环持续改进机制,教学实施中利用课程达

成度评价,改进教学策略,突破重难点；教学反馈中利用学情数

据,改进评价方法,提高学习积极性；教学设计中利用合理性评

价、达成度评价,紧跟行业新技术,更新教学内容。 

3.1预设学习成果依据岗位标准 明确教学目标  

结合职业技能标准、岗位要求、技能大赛赛点、1+X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目标,

确定教学重点,结合学情分析,预判教学难点。 

3.2组建教学团队 搭建教学中心制定教学策略 

依据教学资源和学情分析,制定“双导师,三中心,三平台,

七环节”教学策略。 

“双导师”传道授业解惑,组建结构化教学团队。结合产业

发展需求,国家万人计划创业领军人才领衔,会同轨道线路智能

运维专家及教师,共同组建课程建设团队,校企双导师协同推进

课程实施。 

“三中心”保障教学资源,搭建智慧化教学中心。以校内生

产性实训基地、省级轨道交通综合实训基地为依托构建实训中

心,创设真实工作场景；以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省级教学资

源库为依托构建数字中心,以结构化课程资源助力学生技能拓

展；以超星学习通数据管理平台等智慧教学平台构建信息中心,

以详实数据助力教师改善教学策略。  

“三平台”锤炼技能,搭建立体化教学空间。以轨道线路工

技能大赛平台、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养护维修“1+X”考核平台和

校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搭建立体教学空间,保证理实一体、虚实

结合教学。 

“七环节”对接工作岗位,模拟标准化工作过程。模拟轨

道线路工岗位工作过程,对应实施“备引会知熟展悟”七个教

学环节。 

以课程内容模块二“直线段轨道线路养护维修”为例,展示

“备引会知熟展悟”七个教学环节。 

3.2.1课前做准备  

学生通过学习通平台查看引导任务书,明确任务要求。查看

学习通平台中轨道几何尺寸检测指标内容,借助多种形式的教

学资源进行自主探究,完成个人习题测试,完成检测工单的初步

填写,并上传学习通平台。师生通过学习通平台交流讨论,答疑

解惑。学生完成课前任务,通过自测数据可判断学生情况及学习

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课中针对这部分内容利用现场纠错教学

方式,将易错点重点讲解,降低学生学习难度。  

3.2.2课中训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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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包括引任务、会设备、知流程、熟技能、展成果5个教

学环节。 

①引任务。以问题为导向,利用轨道线路典型故障案例,学

生代表汇报分析案例事故可能原因,教师引导分析事故产生原

因并提出检测需求,引出学习任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②会设备。借助实体设备,教师分析各结构部分作用,学生

查阅设备使用说明及活页式手册,熟悉设备结构功能,学会安装

设备。  

③知流程。对课前学生不易掌握的内容,教师引导学生借助

虚拟仿真系统及实体设备,小组探究检测设备使用方法,对于学

生难以理解的内容,教师通过举例现场演示,有效化解了教学难

点,也为后面的实操环节奠定了基础。  

④练技能。轨道检测中,教师再次强调安全规范操作,实操

过程中,小组分工协作在轨道线路上按照检测方案规范检修,并

填写任务工单,将操作过程上传教学平台。教师巡回指导,记录

学生操作情况,及时纠错和规范操作。全程“以人为本,安全

第一”,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圆满完成

了教学案例中的任务,掌握了教学重点,同时实现了能力和素

养目标。 

⑤展成果。小组代表汇报任务完成情况,根据小组汇报,投

票选出技能工匠组和规范小工匠,给予加分鼓励。并针对学生在

实操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进行集中点评纠错,解决难点 

3.2.3课后拓展悟  

课后,到校企合作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巩固所学。同时还鼓

励学生关注拓展学习资源,了解新业态、新技术、新标准,拓展

学生思维,提升综合问题解决能力。 

3.3学情数据支撑 教学方法应对 突破教学难点  

通过刨根问底、验证真理游戏,让学生学习知识由口入心；

借助虚实设备练习、考核、比赛模式熟悉设备使用流程,学会使

用设备；通过手脑并用设置参数,以游戏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力；采用言传身教、师生同行完成工作任务,做到知行合一,

突破教学难点。 

4 面向“33618”产业集群体系的现代产业学院金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根据轨道线路养护维护岗位要求,将岗位证书和技能比赛

考核要点融入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形成以学习者能力发展为主、

各环节实时评价,主要包括学生汇报、师生点评、教学平台自动

评分、仿真测试、游戏测试等多元化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强调

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与发展,及时对学

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质量和学习态度进行考核,及时确定学生个

体的增值幅度,按照增值幅度的大小进行学生个体的增值评价。 

5 结语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背景下,轨道交通产业

发展日新月异,相关行业对人才能力要求也水涨船高,对现代产

业学院人才要求均具备较好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轨道线路养护与维修”课程作为轨道交通现代产业学院的专

业核心课程,课程建设必须与行业背景相结合,以服务产业发展

为目标,进行产教深度融合,开展能够真正服务行业、产业、企

业实际生产需要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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