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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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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教学与实际行业人才需求脱钩，有悖于职业教育培养技能人才的初衷的问题进行研究探索，

借鉴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模式，对课程进行改革，以期改变现有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技能型技术人才的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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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ecoupling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elevator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course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actual industry,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skilled talents.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draws lessons from the systematic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the working process, and reforms 

the curriculum, in order to change the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ining effect of skilled techn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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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专业核心课，具有理论知识繁多，标准要求严格，动手操作项

目多，实践性强的特点，是从事电梯维修与维护职业工作岗位作业人员必须掌握的核心课程。目前很多院校因主观或

客观原因限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只侧重于理论讲解电梯维修与维护知识，而不关注学生实际操作技能，另外不关

注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没有教育学生，作为电梯从业者更需要具备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学生虽然学习了电梯维修

与维护专业知识，但是不知道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于应用，实习过程中不会维修电梯，不知道维保流程项目，在井

道高空作业不知道进行安全保护等。学校教育与实际行业人才需求脱钩，这也有悖于我们职业教育培养技能人才的初

衷，鉴于此，对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和实践探索。 

1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模式 

工作过程,又称工作程序，是一项工作从初步开展至最终取得工作成果，这一过程中一系列操作的集合体。工作过

程系统化课程开发都是围绕利于学生学习来部署，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学习

过程中，逐渐具备符合或接近企业工作要求的能力
[1]
。同时，在相关课程教学设计过程中，还应充分体现产学研教一体、

学校企业高度合作、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课程开发设计还应高度契合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充分把握相关工作岗位

在职责、任务、能力等方面的要求，通过教学内容的完善、工作情景的模拟、实施效果的评价及反馈等一系列系统化

设计，实现工作过程与课程设计内容、企业用人需求的高度统一
[2]
。 

1.1 课程教学设计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开发模式，首先分析课程所对应的是电梯维保工作岗位，走访成渝双

城经济圈电梯企业，了解电梯维保工作流程，设计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教学改革总体思路为：通过电梯维保职业岗位

分析，从实际工作流程中提炼出典型的工作任务，按照实际工作任务构建教学内容，创设实训操作项目，以电梯实训

设备为教学载体，按实际工作任务来组织教学，学生分组实操，将课程实践教学与岗位实际要求紧密结合，在这个过

程中，逐渐培养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综合职业素养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2 教学内容的重构 

根据实际工作任务中电梯维保流程，结合现有实训条件，将课程内容整合重构，分成四大模块：第一模块为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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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设备保养与维护、第二模块为电梯轿厢保养与维护、第三模块为电梯井道设备保养与维护、第四模块为电梯底坑

设备保养与维护。每个模块依据不同的知识点又分成若干个小任务，并制定具体的实训操作项目。学生按照维保实训

操作项目及要求实际操作，通过项目训练，学生掌握电梯各部件保养的基本要求，掌握电梯典型故障的排除方法，逐

渐能做好电梯维保工作中的安全防护工作，并能根据保养要求对电梯各部件做正确保养。 

1.3 教学过程的设计 

在每个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按照实作项目的内容安排实施步骤，按照下达任务—演示—操作（学生）—记

录（学生）—评价的过程来进行。教师对任务进行讲解、演示，重点强调操作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要求，确保操作的安

全和有序进行；对学生的实操训练，教师紧密跟踪进度并给予适时指导；学生将完成情况汇总，填写维保质量记录表，

分析实操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纠正错误；教师根据学生的整体操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如右图所示。 

 
图 1  教师考核评价图 

以有机房电梯手动盘车操作救援为例。学生分组角色设定，各小组领取工具箱，进行安全穿戴，电梯安全操作时，

小组三个成员进行工作任务分工，两人配合操作，另外一人担任安全员，观察平层标志并与乘客保持沟通；盘车操作

后，电梯轿厢到达平层位置，将松闸扳手和盘车手轮解除，迅速到达轿厢所在楼层。组长使用三角钥匙，打开厅门轿

门，协助乘客出来。各组同学完成，角色轮换进行盘车，保证每位同学都掌握盘车操作。教师实际操作，有效性示范，

演示三角钥匙使用和盘车过程，指导化解小组任务完成过程中的问题，最后总结点评布置课后任务。 

1.4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极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统一，使考核评价更注重学生实际动手技

能的考核，更公平合理，也更能凸显学生的真实水平。考核成绩由过程性考核占比 50%和终结性考核占比 50%组成。过

程性考核项目内容如下表。 

表 1  考核项目表 

过程性考核项目内容 总分 100 

1.安全意识（10分） 

评分标准如右： 

1.不按要求穿着工作服、戴安全帽、穿防滑电工鞋（扣 1-2 分） 

学生考核得分： 

2.在进到井道内工作不系好安全带（扣 1-2 分） 

3.不按要求进行带电或断电作业（扣 1-2 分） 

4.不按安全要求规范使用工具（扣 1-2分） 

5.有其他违反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扣 1-2 分） 

2.电梯安全操作使用（50 分） 

3.职业规范和环境保护（40 分） 



 

2021 年 第 2 卷 第 3 期 

34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2 结语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电梯维修与维护课程教学设计，在重视向学生们灌输电梯维修与维护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添加能够充分提高学生们职业素养（专业知识以外的工作责任意识、安全生产意识等）的课程内容，将“学以致用”

的思想贯彻始终，着力培养高技能技术人才，更好的服务企业实际需求，为实现“教育强国”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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