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内容 

本项目从以下 5个方面，以《电工实训》课程为例开展活页式教

材的建设与研究： 

（1）研究课程开设情况，明确课程定位及培养目标 

近年来，电子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及家电、家电控制部件、计算

机组装、通信设备、仪器仪表、视听设备等领域。传统生产正被自动

插件、自动焊接等新技术、新工艺所取代。生产人员的结构也相应地

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诸如品质控制、工艺控制、现代化生产设备的操

作与维护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岗位。高职教育专业定位只有紧跟电

子行业公司企业的工种岗位，分析岗位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才

能使人才培养与就业需求相适应。因此，必须以人才市场需求变化为

导向，解决人才培养的定位问题。 

课程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在课程层面的落实，是教材开发的指南

针，即该门课程的教材开发需要达到的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包括知识

及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职业综合素养，以及持续学习与发展能力。

通过对工作任务的分析，结合国家、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

要求，从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知识、能力、职业素养等四个维度确

立该课程的培养目标。 

（2）科学调研明确岗位技能，确定活页式教材的典型工作任务  

教材质量与教学中提高技能、传输知识、培养能力等目标息息相

关。研发一本教材，开发团队一定不能闭门造车，应按照“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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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需求 － 形成课程体系 ”的程序，开发适合课程施教、人才培

养目标的新型教材。以《电工实训》课程为例，积极对接电类相关行

业、企业，进行严肃认真细致的实地考察，展现行业新业态、新水平、

新技术，从而实现“企业岗位技能需求”与“学校课程教学设计”的

有效对接与融合。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企业相关岗位的实际工

作内容、用工要求、技能等级标准等，确定教材的典型工作任务，这

是活页式教材开发的逻辑起点。 

（3）研究课程内容，对课程内容进行“颗粒化” 

活页式教材更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坚持以职业能力

为本位，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满足职业岗位的需要，

以相应的职业资格标准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接轨。分析课程，把

知识点、技能点等进行不同等级的“颗粒化”，形成“活页式”教材

中的教学内容。活页式教材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相对完整、相对独立

的颗粒化内容组成，在颗粒化内容变动时，可以像移动“活页”一样

增减、修改、删除、更换内容。 

为了提高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的主动性，活页式教材设计了需要

系统化思考的学习问题，即“引导问题”，并将“引导问题”作为学

习工作的主线贯穿于完成学习任务的全部过程，让学生有目标地在学

习资源中查找到所需的专业知识，思考并解决专业问题。 

（4）研究活页式教材形式，科学组合“颗粒化”内容，形成教

材框架 

在经过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之后确定全部的学习领域，梳理每一个



学习领域的职业能力清单，即完成这个典型的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

能力是什么，并要清晰地描述出来，以职业能力清单引领活页式教材

的开发工作。对职业能力进行模块化教学处理，每个模块设计一个学

习任务。学习任务包括项目介绍、项目实施文件制定及工作准备、任

务实施和成果验收四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对应了具体的岗位能力，

并设计表格式的工单。如引导问题、任务书、工作任务单、工作计划

单、学生任务分配表、评价表、教学反馈单、验收报告单等。学生在

学完一个学习任务就相应掌握这个学习任务所对应的一项或几项职

业能力。完成了一个项目所有的学习任务也就能掌握一个典型的工作

任务。 

（5）构建完整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新型活页式教材 

活页式教材的使用需要配套较为完整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才能

充分发挥活页式教材的作用。这些数字化资源主要包括视频、微课、

仿真、测试题等，形成专业化的教学资源。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些

资源根据教学设计，在课前学习、课堂教学、课后复习中与活页式教

材配套。及时分析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对教学过程、内容以

及活页内容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