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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及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尤其

现代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继续深层次研究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成为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文中是在规划课

题《高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以“电工电子技术”为例》中的研究心得与总结归纳。旨在探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当

下特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学技术的应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教学一般步骤、价值及创新点和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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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tinuing to deeply study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is article is the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summary of the planning 

topic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 Taking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 as an Example".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faced, the general steps, values and innovative points of teaching, and a summary a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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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是将前置自主学习、

课堂理论学习、课堂实操、企业实践等各个因素有机融合

的混合式一体化教学法，是打破课堂、教材的界限，将理

论知识的掌握放到网络资源中、专业技能的掌握放到课堂

实操中、实践能力的提升放到企业生产中的教学方法。教

学环节分成前置自主学习、课堂主体学习和课后拓展学习

三大块。由同一个教师设计整个教学过程，把教学现场直

接搬到实验室或企业车间，来完成某个教学目标和教学任

务，师生边查、边教、边学，理论和实操穿插进行，定理、

定律和验证交错出现，重点培养学生动手实操能力和专业

技术技能。先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再调动和激发学生兴趣的

一种教学方法。 

1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

特点 

1.1 理实一体化理论学习的——前置化 

专业课的理论知识比较多并且难，但课时安排不足。

这个矛盾在数字化背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前置自主学习

和自主学习评价把很多理论知识提前放到学习平台上，学

生平台上领任务后自主学习，可以通过学习课本、微课程、

慕课等手段进行多方位的学习。这时候怎么样保证学生的

自主学习的质量显得格外的重要，自主学习过程中的考核

评价就解决这个问题。评价分为自我评价、助教评价和老

师评价三个层次。 

1.2 理实一体化课程设置——地方特色化 

当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主要目标就是为当地的产

业培养技能型人才，所以课程设置需要先做产业岗位调研，

再进行知识重组，课程内容项目化，设置的项目尽量贴近

日常生活或产业岗位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

习内驱力。高职专业课的课程是紧紧围绕培养目标所需要

的教学内容和实操顺序设置的。由于每个地区发展情况和

产业特色不同，理实一体化课程设置也就具有地方特色，

但是模式是通用的。课程设置是在深入分析培养对象以后

主要就业的每个岗位（工种）和技能的基础上，严格按照

岗位标准（操作规范），将教学标准和教材开发成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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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项目。同一个课程，不同区域所教授的内容的侧重点

可能有所不同。 

1.3 理实一体化配套教材——活页化 

理实一体化教学要有与培养目标相匹配套的教材。统

一出版的传统教材一般都强调理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不

能适应具有地方产业特色的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需要。理实

一体化教材要打破传统的专业教材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

的常规，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项目，将各个知识点重组成

实操任务，有计划地开展实操训练的同时根据岗位技能要

求的变化可以时时修改的活页式教材，在实操训练中让学

生感知产业岗位要求，为以后的顶岗实习及就业打好坚实

的基础。代课教师将学生实操中出现的问题，用理论知识

来给予解释，使学生知其所以然，从而实现理论知识与生

产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借鉴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模式和

教学手段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产业实际情况，对专业知识

结构、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组织教师编写以

项目为指导、以任务为驱动的理实一体化活页式校本教材。

活页式校本教材以培养技能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

以项目驱动为主体，对课程内容进行创新整合，根据企业

用人的具体要求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学生的个性发展

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取舍与组合，对内容的深度

和广度进行适当的调整，结合“双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

式，把职业资格标准融入活页式校本教材中。 

1.4 理实一体化双师队伍——高标化 

能顺利高质量完成理实一体化教学需要有过硬本领

的新型双师型师资队伍。要实施数字化背景下的理实一体

化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是高标化的，首先要求教师要有较

扎实的理论功底，其次具有较熟练的实操技能，再要具有

熟练应用各种教学工具及教学平台。数字化背景下的双师

型教师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更要具有教学内

容与培养目标结合能力、教学手段多元化能力、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能力等多种能力，否则高质量的理实一体化教学

是难以落地落实。提高实践性教学环境是体现以动手能力

为重点，培养学生熟练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职业素养，实现

理论与实操、教学与生产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提高实操

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有一支技理论过硬、实操一等的高标

化的新型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 

1.5 理实一体化教学质量评价——多元化 

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无法体现

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符合岗位要求。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必

须体现满足岗位、用人单位及社会需求。评价和考核是教

学工作的指挥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中包含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助教监督评价、教师评价和社会增值评价等多

元化评价。自我评价可以提升自我认知，激发学习的内驱

力；小组评价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助教的监督评价

可以提升学生的坚持做一件事的耐力；教师评价能提升学

生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增值评价提

升学生的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等精神。 

2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中的教学技术的应用 

随着教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技术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中的应用再也日益广泛。教学

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提供了更

多的实现教学的手段和工具，使得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

紧密、高效，具体体现如下： 

（1）数字化教学资源：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如 PPT、

电子教材、在线课程、虚拟仿真、3D 动画等技术，为学

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材料和实践环境。这些资源不仅便

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还能有效弥补传统教学资源的不足、

教学资源不平衡等问题，就算是偏远地区的师生也可以利

用网络听到名校教授的课。现代职业教育中数字化资源起

到了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作用。 

（2）网络学习技术平台：网络学习技术平台为理实

一体化教学模式提供了便捷的沟通与合作渠道。如现在老

师们常用的云班课、学习通、钉钉等平台，为学生提供在

线讨论、协作学习、远程实验等活动机会，打破时空限制，

增强学习的互动性和自主性。 

（3）智能化教学辅助系统：智能化教学辅助系统能

够很方便地抓取学生的学习各种数据，如教务助手、实训

通等辅助系统。再根据数据分析，归纳学生的需求，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推荐。同时，这些系统还能自动

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教师提供及时反馈，帮助教师更

好地指导学生学习，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3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职

业教育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但在实际推广和

应用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3.1 面临的挑战 

（1）教师培训与素质提升困难较大：实施理实一体

化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和实操能力。目前，

很大一部分教师缺乏相关锻炼的岗位和技能提升的机会，

需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和素质提升。 

（2）教学资源与设施投入不足：理实一体化教学模

式需要更多的实践环节和教学资源支持。因为各种原因很

多学校教学资源与设施投入不足，完善教学设施和实践基

地，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必走之路。 

（3）评价与考核机制不够完善：传统的评价和考核

机制往往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难以全面评估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评价和考核

机制，确保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 

3.2 应对策略 

（1）加强教师培训：组织定期的教师培训活动，提

高教师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同时，鼓励教师参与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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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项目，拓宽视野，提升素质。加强校企合作，老师

们可以方便的到合作企业参与生产实践。未来的理实一体

化教学模式将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和合作，加强与企业、社

会等外部机构的联系和合作。这将有助于为教师提供更多

的实践机会和资源，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2）优化资源配置：学校应加大对教学资源和设施

的投入，注重数字化校园的建设，确保理实一体化教学模

式的顺利实施。同时，积极与企业和社会机构合作，共享

资源，提高教学效益。 

（3）完善评价与考核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评价和考

核机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的评

估。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实践项目、技能大赛、创新创业

大赛等活动，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理实一体化教学一般步骤、

价值及创新点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学生自主学习环节、学生自主学习

评价、课堂理论教学、学生课堂学习、学生课堂实践操作、

学生操作拓展和过程考核评价七个环节。 

4.1 学生自主学习环节。具体实施过程看图 1。 

任课老师巴伊州的自主学习任务发布在学习通（学习

通），学生登录平台认领任务后利用智慧职教、学习通等

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学生把自主学习的成果反馈在学习通

平台。教学助手监控、引导、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成果，

如果学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任课老师，再由

任课老师引导学生再一次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时资

源整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 1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第一环节 

4.2 学生自主学习评价环节 

具体实施过程看图 2。学生自主学习评价，能找到短

视频、慕课等内容进行学习打 10 分；能找到在模块电路

的应用并理解工作原理大 5 分；能找到在单元电路的应用

并理解工作原理大 5 分。 

 
图 2  学生自主学习评价 

4.3 课堂理论教学环节 

教师利用 PPT、动画演示、操作示范等方法讲清教学

标准要求的内容，根据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可以详细讲解

或总结性简单讲解。 

4.4 学生课堂学习环节 

教师要求学生把自主学习的内容与课堂讲解内容结

合起来学习并做笔记。 

4.5 学生课程实践操作环节 

机电专业基础课的实际操作联系最好用面包板上搭

建并调试，鼓励学生操作 3 次以上。面包板有搭建电路清

晰、拆装简单、故障排查容易和可重复实操等优点。 

4.6 学生实操拓展环节 

学生面包板操作熟练后，在万能板的焊接电路，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操作技能。 

4.7 过程评价环节。看下图 

考核评价，必须全过程评价，自主学习评价打分 20

分，课堂讲解打 10 分，学生课堂学习打 10 分，实践操作

打 10 分，在平台拓展学习打 10 分，效果打 10 分。 

 
图 3  过程评价环节 

4.8 理实一体 7步法应用价值 

首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观能动性，提升

自主学习能力。其次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

新能力和职业能力。最后，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教师的主导

作用及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学术价值：本课题将主要探

索研究前人的研究“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做”三个

环节完善为“学、评、教、学、做、拓、评”七个环节。

理论上阐释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提升教学质量中的地

位和作用。理实一体化理论研究及实践实施必将推动职业

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究进程。《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理实

一体化教育模式的研究，将采用学生先利用网络、学习平

台等了解和学习相关内容，评价（带鼓励型），教师课堂

活动构建，学生学、学生做，学生实操拓展、反馈总结评

价的教学过程，这将为理实一体化课程的组织和评价研究

找到新的依据。 

本课题研究相比于同类课题，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有

所创新。 

4.9 理实一体 7步法的创新点 

（1）把学科夸大的教学内容前置到课前的学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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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中，一方面学生能熟悉将要学的内容，另方面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和职业能力，使得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就业岗位。 

（2）通过分组完成自主学习内容、课堂实践操作等，

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3）教师通过监控和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内容，更

好的组织和掌控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帮助教师更好

的解决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间相互融合的问题，提高教师

课堂组织掌控能力，提升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促进教师

的教学课程改革及创新能力。 

5 总结与展望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

教学模式，已经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它强调理

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我们也应

该认识到，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

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 

展望未来，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

们将继续深化对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实践，不断

完善其理论和实践体系。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应对教育改

革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教育领

域的广泛应用。我们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将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本论文是研究课题时的心得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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