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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制是技工学校一种重要的职业培训模式，其将培

养高素质的技工作为目标，围绕实践，以企业为重点。双元

就是将学校与企业二者进行有效的结合，能够促进对学生的

培养。国内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的，然而并未有效的体现出企业的发展需要。所以，为了

促进学生的培养和就业，就需要结合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明确培养的目标，突破学科中心，通过以职业活动为中心的

综合性课程体系，结合市场需求选择教学内容，打破学科之

间的界线，对教学内容实施重组，提升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1 双元制教学模式的特点

该模式是德国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有效方

式，就是校企分工合作，一起培养人才的模式。其具有显著

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首先，具备清楚的教学目标，也就是

为了以后的工作而学习。职业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教育存在差

异，其教育内容并非是固定的，而是要结合社会生产需求以

及技术发展进行明确，学生的职业能力培育和企业的需求之

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其次，企业参与到学生的职业能力培训

中，促进了校企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提升办学质量。最后，

企业以及学校在施行“以学生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方法时，

注重让学生养成规范、严格的操作习惯，促进学生实践技能

水平的提升。

2 双元制在技工学校机电专业教学中运用的策略

2.1 改变专业课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

该教学模式以职业能力为核心，反映了以实践为主的

原则，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和掌握理论知

识，还可以得到工作经验，和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更具优势，

更容易被学生接受。所以，将其运用机电专业教学中，需要

合理、灵活的进行调整，让其和国内的情况相适应，再落实

到专业课教学中，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提升专业课教学效

果。

专业课包含很多知识，有较多的实践问题。所以，在

专业课教学中要遵循认识规律，全面运用校内的实习基地，

将课堂教学的内容转移到实习室教学。比如，在学习虎钳的

构造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借助实习室中的实物，直观的展示

给学生，让学生加深记忆，相比于单纯的口述，这样的讲

解方式获得的效果更好。在说到虎钳使用注意事项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讲完一个问题，就让学生自己操练，教师则

要认真的观察学生的操作，找到学生操作中的不足和错误，

等学生练习结束后，教师集中讲解，然后让学生继续操作，

直到真正掌握为止。这样的教学将观看和讲解、讲解和练习、

大课堂和小课堂、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好的

学习知识，确保学生正确的理解和掌握知识，加深记忆，从

而提升学生操作的规范性，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还可以实际动手操作，提升其

技能水平。从下面的图 1 中可以看到教学流程。

2.2 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

运用该教学模式培育出的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学习和

记忆知识，而是一个“社会人”。双元制强调“能力本位”，

这一目标中要包括学生在社会生存和发展中要具备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这是职业教育方面的素质教育观，同样反映了

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培养目标内涵就是能力本位，也就

是要围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进行培养。若是对教学方式

进行改革，可以提升学生专业能力方面的培养。事实证明，

通过开展阶段性以及综合性的技能比赛，可以提升学生的

竞争意识，这对于学生综合职业能力方面的培养具有积极

影响。比如，在钳工工艺和技能训练教学中，运用这种技

能竞赛方式，就有较好的效果。在整体课程教学结束之后，

再进行综合性技能比赛，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查，

还可以体现出其综合职业能力，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成

绩，提升学生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信心。

2.3 改变考核办法，严格把关考核

教学考核是教学中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评价双元制

教学模式运用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准，能够让相关人员明确教

学的目标达成情况及效果。正确、客观的考核，能够督促学

生提升职业能力。在机电专业双元制教学改革中，考核方

式也是要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将考核内容划分为专

业理论与技能考核，能够提升考核的规范化水平。技能考核

比赛的评委是专业教师组织建立的，各评委会结合学生每次

比赛的作品情况打分，之后计算评委分数的平均值，当作学

生单次比赛成绩；专业理论考核则是课程结束后进行。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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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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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队伍。

3.3 教学评价体系的变通实现

实训课程工匠精神培育不能按照传统的评价模式进行

教学评估。对机械类专业的实训课程进行评价，采用学生课

堂参与课下反馈、教师教学质量自评与互评，发现教学漏洞，

改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工匠精神的内核是精益求精，

因此在教学评估方面的标准也相应提高，这不仅要求教师不

断自我学习，提高教学水平，也要求学生实事求是，高标准

高要求地认真参加专业实训，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技能。

4 结语

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推动全国人民不

断努力奋进的强大动力。将工匠精神融入技工院校的专业实

训课程，可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专业

技术水平，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风貌，从而实现“立德

树人”的目标，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大批专业技能扎实、

综合素质优异的实践创新人才。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课题“新时代技工院校机械类专业课程思政的研

究与实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YSL20P50）
参考文献：

[1] 吴乾莉 . 工匠精神下高职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J]. 

食品研究与开发 , 2020, 41(24): 265.
[2] 熊安锋 , 阳军 , 殷遇骞 , 赵坤 . 工匠精神培育视域下的

高职思政课改革创新措施分析 [J]. 现代职业教育 ,2018，
(30):82-83.
[3] 陈楚庭 . 工匠精神培育与思政课教学的契合 [J]. 文教资

料 ,2019，(05):177-178+182.
[4] 吕红刚 .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探索与实践 [J]. 中国高

等教育 ,2019，(07):60-61.
[5] 陈立平 . 工匠精神培育视域下的高职思政课改革创新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7,38(20):67-69.
[6] 孙鉴 . 工匠精神 : 高职“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向度 [J].
职教通讯 ,2018，(20):8-11.
[7] 孙静 , 张怀珠 , 毕文 .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培育

工匠精神的实践路径 [J]. 青年与社会 ,2019，(29):186-187.
[8] 贾娜 , 孙壮志 , 刘诚 . 通过“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工匠精

神的实践与探索——以“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为例 [J]. 黑
龙江教育 ( 理论与实践 ),2020，(05):1-3.
[9] 马骁 , 姜亚楠 , 彭二宝 . 机电类专业“课程思政”培养学

生工匠精神的实践与研究 [J].南方农机 ,2020,51(13):226,228.
作者简介：刘先勇（1976-）汉族，男，河南辉县人，高级讲师，

研究方向：机械专业课程建设及一体化教学。

（上接第 87 页）

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竞争力，在各技能模块教学结束之后，

应该邀请相关的技能鉴定单位和专家，客观准确的鉴定学

生的技能水平，学生通过考核后为其颁发证书，争取让学

生利用在校时间获得更多的证书，为学生的就业奠定基础，

提升学生的竞争优势。

2.4 建立健全的教学和实训设备环境

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提升双元制教学模式的运用效

果，就需要有完善的教学和实训设备环境，为实践教学的开

展提供依据。学校要配置充足的设备，让所有的学生都有工

位，这样学生学习完理论知识之后，就可以及时的练习操作，

不断提升其技能水平，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提升机

电专业教学的效果。

3 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更好的培养人才，技工学校就需要最

大化的满足社会需求，让培养的学生能够满足国家用人制度

要求，让学生具备良好的素质，通过在教育教学中有效的落

实“能力本位”这一思想，提升学生的综合业务能力，确保

学生在毕业后的择业中有更大的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落实双元制教学，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强化对学生技

能的训练，基于阶段性与综合性的技能比赛，提升学生的综

合能力以及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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