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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选取

教学内容选取

以与企业行业实际生产应用相一致为原则，在广泛调研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在

企业行业生产工作中的职业岗位的基础上，通过与企业的深入交流，确立了以面

向工厂机械设备电路装调及设计、电路系统改造、电路系统故障处理、设备电气

系统设备管理及销售等工作岗位。不同岗位对工作任务的要求如下表所示。

岗位的工作任务分析

岗位 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 所需理论知识

设备电气系统设

计、改造

任务分析；设计方案制作；

手册查阅；选配计算;原理图

绘制等

低压电气元件选用; 系统

设计分析、系统总体设计

思路、系统原理图绘制

设备电气部分维

护

日常使用保养；故障分析、

排故；拆装；安全操作等

设备结构及其各自的作

用、使用要求

电气系统管理及

电气元件销售

任务分析；元件型号选取、

设备原理等

设备铭牌数据认知、使用

参数的；故障处理分析

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选取本着“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实践以理论为指导，理论

与实践紧密衔接”的教学宗旨，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将职业标准和新技术纳入

教学内容，将真实工作任务引入教学，教学内容的选取体现岗位需要，同时统

筹兼顾前后课程内容。本课程教学内容是在课程团队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下

进行设计的，教学内容的选取和整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为学生未来职

业生涯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将职业标准和新技术纳入教学内容

课程组在课程建设伊始就注重将相关职业资格标准融入课程标准，通过与校

内外行业技术人员充分研讨，按照行业相关职业岗位和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将

职业、岗位工作标准职业标准融入教学内容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职业能力的

培养和素质养成，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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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在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过程中，注重吸纳职业标准和机械设备控制要

求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标准等知识，加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学生电工证、

机电设备装调工等考证通过率达到 90%以上。

2、将真实工作任务引入学习情境

以行动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以职业岗位真实工作任务为载

体，根据工矿企业常用机械设备电气系统的运行、管理、维修等职业岗位的真实

工作任务，设计了电气安全认知、低压电气元件选用与维护、全压启动单向运行

设备电路装调、全压启动双向运行设备电路装调、大中型设备软启动电路装调

、机械设备制动电路装调、普通机床电路分析与维护 7个学习项目。

3、教学内容的选取体现岗位需要

以岗位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通过真实任务或项目引出相关工电气控制技术

知识，学生可通过《工厂电气控制技术》网络网络资源共享课教学平台进行自主

学习。

课内实践教学：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发设计是在对职业岗位所需的技

能进行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针对典型工作岗位的作业流程和现场工程性项目，

分析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形成岗位技能链，将技能链中的各项技能进

行重组，开发形成基础实训、专业实训、仿真实训和生产性综合实训等层次项目。

结合现场工作任务，设计课程学习性的实践任务，分为基础实验、现场教学、实

训室实训、生产性实训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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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实训环节：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

赛、数控车铣等竞赛活动，成立机械类专业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小组，开放校内实

训室，形成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互补充，课内实训和课外科技创新相互交替的

开放性、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多层次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教

学内容的设计，依据各层次完成基础

试验、专业实训、模拟仿真实训、生

产性实训四层次的开放型实训项目，

使学生能达到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

学生的学习能力、专业能力、社会能

力得到提高。同时配合课堂外学生创

新活动，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思

维培养。通过开放型的实践教学逐步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

4、教学内容设计统筹兼顾前后续课程的衔接

课程内容设计时，充分分析前后课程内容，注重前后衔接。该课程教学过程

中，学生在实践中展现理论知识，在工作中培养劳动技能，使学生的职业理念从

无到有、从了解到认识，从教师引导到自己独立完成任务，努力培养学生成为该

专业领域的技能型人才。通过网络资源等一系列现代教学手段，为学生的创新能

力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5、教学资源项目设计内容如下：

项目 1、电气安全认知；

项目 2、电气安全认知；

项目 3、全压启动单向运行设备电路装调；

项目 4、全压启动双向运行设备电路装调；

项目 5、分大中型设备软启动电路装调；

项目 6、机械设备制动电路装调；

项目 7、普通机床电路分析与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