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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江 西 省 职 业 教 育 “ 课 堂 革 命 ” 典 型 案 例

推 荐 表

推 荐

院 校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案 例

名 称
创新“八学、八有”教学模式，培养工匠精神，助力区域经济

一 、 课 程 信 息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类 型

所属

专业

（代码）

学

时

可 编 程 控

制 器
4 6 0 3 0 5 2 1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课
纯实践课

4 6 0 3 0 5 9 6

所 用

教 材

国家规划教材 行业规划教材

普通教材 □校本特色教材

二 、 授 课 情 况

授 课

教 师

授 课

时 间

授 课

班 级

所 属

专 业

学 生
评 教
分 数

备

注

温林 2022 年 2 月

-6 月

21 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技术 95

提 供 最
近 三 学
年 授 课
情 况 ，
可 自 行
加 行

殷永生 2022 年 2 月

-6 月

21 电气 电气自动化技术 95

张斌 2022 年 2 月

-6 月

20 机电 机电一体化 93

周荷清 2022 年 2 月

-6 月

20 机电 机电一体化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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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案 例 内 容

（ 一 ） 摘 要 （ 5 0 0 字 以 内 ）

《可编程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开设在第4学期。为了贯彻落实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关于实施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攻坚行动的要

求，本专业在《可编程控制器》课程中探索三教改革。基于“岗位需求”以“德技双修”人才培

养为核心，确定教学目标。引入电瓷生产线的项目案例，融合岗课赛证，融入组态软件技术、物

联网技术等新技术、新设备、新规范，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重构课程模块，创新“八学、八

有”教学模式；按照“一课一主题”系统构建课程思政；通过融合线上线下教学，优化课程教学

资源；构建“一课多师”结构化教学团队,实施“一课多师”的分工协作教学模式；推进团队学

习，构建学习共同体，打造乐学空间，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各种手段，突破教学重难点；强化职业

岗位技能和岗位素养培养，通过立体化评价,检验“德技双修”教学育人目标的达成，为培养工

业控制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教学范式。

（ 二 ） 解 决 的 问 题 （ 5 0 0 字 以 内 ）

1.解决学生素质培养不够的问题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从专业特色优势、育人目标、专业涉及的历史、文化等角度出发,挖掘

知识点技能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培养职业特质为核心，融入职业情怀、思维、行为语言在内

的职业特质培养过程,勾勒“弘扬控制精神,践行工匠精神”的课程思政主线，按照“一课一主题”

系统构建的 7个课程思政内容，注重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同步。

2.解决课堂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式单一化的问题

以真实的生产案例为载体，产学研用一体化，基于真实生产过程，开发工作任务单式的活

页教材,依托活页式教材,创新并实践“八学、八有”教学模式改革,推进传统教学模式改革,落实因

材施教，营造乐学氛围，打造学习共同体，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促进学生全体的全面发展。

3.解决课堂教学团队的问题，

组建校企多元化的结构化授课团队，企业教师+教学名师，优化团队分工，实施“一课多师”

的模块化分工协作教学模式，理论性强的模块内容由校内专任教师承担,技能性强的模块内容由

企业兼职教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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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问 题 解 决 策 略 （ 思 路 、 过 程 及 做 法 等 ， 2 0 0 0 字 以 内 ）

1.精准对接双标，确定课程标准

对接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和"1+X"职业能力评价标准，结合

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可编程控制器课程标准》《可编程控制器课程授课质量评价标准》。

2.岗课赛证融合,重构课程模块

融合《高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和"1+X"职业能力评价标准、《可编程

控制器课程标准》《现代电气技能大赛标准》，构建课程模块，引入融入将新设备、新技术、新

规范 PLC 典型控制案例，基于电瓷企业生产工作过程真实案例,将课程划分为 7 个项目,14 个任

务，48 个子任务（每个子任务为 2 课时）。

图 1 课程内容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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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一课一主题，深化课程思政

课程积极挖掘“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项目课程每个单元实施“设计一个技术

项目、挖掘一个思政融合点、融入一个思政元素、明确一个思政主题”，融入的思政元素与时俱

进、思政主题有机融入、无缝对接培养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图 2 思政元素在项目中的融入

4.建立多元化教学团队，推进一课多师

围绕育人目标，结合课程特点，从教师来源、教师结构、教师年龄、职称、技能等级等方

面优化教学团队结构，组建了专兼职结合、年龄、职称分布合理、“企业工程师+教学名师+技术

能手+骨干教师”的结构化教学团队,推行“一课多师”，实施分工协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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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发活页教材，创新“八有、八学”教学模式

将企业的真实场景构建项目案例库,并结合职业教育规律,转化为教学案例，依托教学案例，

编写基于工作过程的工作任务单式的活页式教材，切实实现产学研一体化育人，创新活页式教材

建设新思路,通过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递进式”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创新并实践“八

学、八有”教学模式。开展任务导学、任务引学、自主探学、合作研学、展示赏学、互检评学、

重点解学、课后拓学的“八学”模式；打造有情感、有方法、有反馈、有发展、有成果、有创新、

有证书、有大赛的“八有”课堂,创新“八学、八有”的教学模式。

图3 “八学、八有”教学模式

6.融合线上线下教学，优化课程教学资源

综合使用多种信息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实现疫情常态下“线上线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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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发挥教学资源的学习支架作用。信息化资源如下图所示：

图 4 教学资源

7.探索增值赋分，实现全程评价

（1）改进结果评价：每个项目由两个任务，分别有 4个子任务，总共 8个子任务的单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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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组成，最终取 8 个子任务的平均分。突出理论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

相结合”的原则。

（2）探索增值评价：从成长幅度（与上一个任务比较），改进项目（对项目进行创新），

综合素质（课外知识的汲取），三个方面对评价对象进行多维度、全过程、立体式、全景式的考

查评价。

图 5 单项考核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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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实 施 效 果 （ 5 0 0 字 以 内 ）

1 .知识对接标准，育人目标达成

依据分数统计数据,100%学生及格，较上届达标率 86%,提升了 14%。学生增值评价成绩较初

始成绩平均提升 23.5%,学生参加校级和省级技能大赛的平均成绩明显优于往届学生，生产实性

任务的完成效果得到企业好评，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和素养明显提升，知识技能素养目标有效达成。

2.学生学习兴趣明显提升、团队学习凝聚力增强

实施项目教学，课前、课后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课中互动积极，课堂活跃度有较大幅度

增加。通过上线下混合,课上课下联动，学生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习兴趣明显提升。

学生学习积极性、自学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学生参与教

学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课堂讨论氛围日益浓厚，可编程控制技术很好地

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时也为他们进入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多轮驱动，实现师生共同成长

本课程教师团队被萍乡市聘为周荷清大师工作室。学生主动融入学习共同体,基础好的带动

和帮助基础薄弱的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协同氛围，团队凝聚力增强。学生维修电工考证率达到

100%，各级各类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荣获第十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银

奖一项。

（ 五 ） 创 新 与 示 范 （ 5 0 0 字 以 内 ）

1.课程设计体现工学结合，学生学习兴趣渐入佳境

从讲解 PLC 指令到实验室上机验证，从 YL-335B 自动化生产线进行实操，最后到电瓷厂对

生产线的设计和改进。整个教学设计，学生学习 PLC 指令，课后虚拟仿真，然后上机验证，接着

在平台实操，最后到企业实践。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明白 PLC 控制指令的功能，还体会到

了，实际操作和理论学习的差别，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用学到的知识去企业实践，实现和强化

学生对知识理解和技能运用，学以致用，学生的技能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体现工学结合的

精神。

2.尝试增值赋分评价，形成全程立体评价体系

增值评价对学生，每一个单项考核中，从成长幅度（与上一个任务比较），改进项目（对

项目进行创新），综合素质（课外知识的汲取），三个方面进行打分，打破以往单项考核只注重

结果。增值评价是一种探索，是对学生成长进行评价，能够全程从多向度的综合素质评价角度进

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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