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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用人企业对人才需求标准越来越高，职业院校应该紧跟时代发展变化，

开展符合企业人才需求标准的教学活动，并不断改善教学内容与考核标准。本文以“机械零件加工与

装配实训”为例，探究当今职业院校教师应如何开展符合社会发展的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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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mployer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pecialized in talent demand standards.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carry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that meet the corporate talent demand standard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eaching content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This article takes Mechanical Parts Processing and Assembly Train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eachers in today's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carry out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s that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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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加工与装配是一项传统的

技术，各行各业中都能发现它的身影。在

企业人才需求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职业

院校应开设更加符合用人企业需求的课

程。将学生培养成专业型人才作为职业

院校的教学理念，因此教师需总结以往

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教学

体系并建立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任务。 

1 职业学校“机械零件加工与

装配实训”教学现状 

1.1教材未充分体现理论基础知识

在实操中的作用 

职业院校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

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重点

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以“机械零件加工

与装配实训”课程为例，职业院校在授

课过程中，首先需为学生讲解各种零件

的作用以及装配流程，并通过开展实践

课的方式，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一些

职业院校在相关课程的教材选取环节出

现问题，教材中理论知识过于深奥，每

章节的基础知识缺乏连贯性，不但无法

使学生有效开展实践活动，而且还影响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此外，教学完整性体现在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而抽象的教材使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无法开展针对性的教

学。某些教材中实际操作环节的工作量

庞大，往往包含多种应用技术，学生在

实践前必须先掌握很多理论基础知识，

在实践过程中没有理论基础知识的支

撑，在实操环节容易出现失误的情况。

此类教材难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无法

完成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教学任务。 

1.2未完全利用因材施教教学理念 

教育的理念是因材施教、以人为本，

但目前一些职业院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忽略学生实际情况，这导致很多职业院

校学生无法有效学习或理解相关知识，

并在实操环节中频繁出错。 

以“机械零件加工与装配实训”课

程为例，部分职业院校老师注重基础知

识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进

度而加快教学速度，导致一些同学没有

完全理解课程内容。教师在课堂上留给

学生讨论的时间很少，遇到需要思考的

问题时，学生没有展开充分的思考就被

教师告知正确的答案，这种教学模式无

法锻炼学生的理解能力。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如不针对学生欠缺的地方进行教

学，将会导致一部分学生难以掌握知识

点，也很难培养学习理解问题能力和思

维创新能力。 

1.3教学方案与当今社会人才需求

不匹配 

目前我国企业对职业院校人才需求

主要体现在专业能力的应用上，学生在

学习期间不但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还需

具备专业的实际操作能力。但目前我国

很多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没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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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企业人才需求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方

案中，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强调理论知识

的教学，忽略实际操作的基本技能，这

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工程设计能力与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以“机械零件加

工与装配实训”课程为例，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首先应学习相应机械零件的机

械制图、公差等基础知识。其次应掌握

钻孔、锉削、划线等加工过程，教师应

以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式，在学生

学完理论知识后开展相应实践活动。但

某些职业院校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将理

论知识授课时间缩短，学生在短时间内

接触多种机械零件知识，而教师往往也

是讲解完整个章节后才开始实践课的操

作，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难以掌握所有

机械零件的基础知识，并且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地锻炼，进而无法

掌握专业的实际操作能力。 

此外，部分职业院校的实践操作课

考核标准不规范，如针对某些机械零件

的加工实验过程中，教师以零件规范准则

的某一标准为目标让学生去加工。这种考

核标准使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仅停留

在简单操作上，没有体现机械零件的实际

应用价值，导致学生在毕业后的工作中，

缺乏加工和装配符合企业标准的机械零

件的能力，无法达到企业用人标准。 

2 职业学校“机械零件加工与

装配实训”教学改革优化方案 

2.1转变教学理念 

要想将职业院校学生培养成为适合

企业人才需求的专业型人才，需要从根

本上改变教学理念，重新规划教学目标。

如“机械零件加工与装配实训”课程中，

职业院校应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教学

重点，教师每次结束基础知识的授课后，

应带领学生去动手操作相关机械零件的

加工或装配。并且，整个实践操作过程

需遵守教学任务和企业人才需求相关准

则，融合多种实训操作技巧，为学生提

供多元化实践学习条件，锻炼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和理解问题能力。 

2.2创新教学模式 

“机械零件加工与装配实训”课程

有较强的专业实践性，传统教学模式注

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因此，职业院校需改

革教学模式，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操作

课时，在课堂中建立学习小组。如针对汽

车车门零件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学

生分为3个小组，每个小组都将利用课堂

中所学知识加工相关汽车机械零件，并且

在实践课程结束前成功装配， 后由教师

进行指导评判。这种教学模式弥补了传统

教学模式中实践环节少的缺憾，并且通过

建立学习小组的方式保障每位同学都能

参与到整个实践环节中，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效率。在学生实际操作过程中，教

师可将学习小组作为课堂的重点，让学生

之间合作分工并共同解决问题，锻炼学生

动手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教师

应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实践

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阅历，增强学生的

社会认知，单纯依靠课堂教学时间难以

培养学生熟练加工或装卸机械零件的能

力。因此，职业院校应为学生争取各种

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不断

学习和完善自己的专业技能。 

2.3结合企业人才需求优化教学内容 

职业院校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学内

容会影响教学时长和教学进度，如何在

保障正常教学进度下完成教学目标，是

职业院校教师需关注的问题，而当今企

业人才需求标准越来越严苛，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职业院校的教学规划。因此，

职业院校教师应结合企业人才需求，不

断完善教学内容，进而培养出适应企业

的复合型人才。如“机械零件加工与装

配实训”中对机械零件进行抛光和钻孔

的课程，教师不但需讲解抛光和钻孔的

具体方法，还需为学生提供练习机会，

比如将不同特性或规格的机械零件按照

相应标准进行统一抛光处理，增强学生

对某一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教

师还需根据学生不同专业岗位分别设置

实践课程，如机械设计与制造岗位，教

师在保障原有教学进度下，开设机械零

件加工实验，通过讲解小孔加工、锉削

方法，锻炼学生的机械零件加工能力。 

3 建立多元化教学考核标准 

教学考核不仅能检验学生在某学期

内的学习成果，还能为教师今后设计教

学目标提供借鉴。因此，在教学考核过

程中，教师应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为主导，如在“机械零件加工与装配实

训”课程中，教师应摒弃传统教学考核

模式，运用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考核、

学校与企业考核方式。理论知识与实践

操作考核中，教师应对学生的课堂回答

问题情况、作业成绩与实践操作标准进

行考量，作业分数和课堂回答问题分数

占总成绩的20%，实践操作分数占总成绩

的40%，学校与企业考量分数占总成绩的

40%。通过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学生在考

核结束后可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并且教师通过学生的考核结果也能

合理分析学生专业技能掌握情况，为今

后制定教学计划提供充足的理论与实践

依据，进而保障职业院校面向企业的人

才培养教学活动。 

4 结语 

通过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

的方法，加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

企业用人需求设立教学内容，一定程度

上保障了学生的就业率。 终通过建立

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实现了教师对学生

综合能力的考查，为学生今后学习提供

了良好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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