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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机电专业课程教学探究

●高小成

　　

[摘要]本文首先讲述了近１０年远安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机电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情况,分析了岗位的变

化趋势及原因.其次,本文提出中职学校应遵循“根本简单开放”原则,以“核心素养”为中心,巧妙设计教学

环节,将企业师傅请进课堂等方式,慢节奏、多梯度、循序渐进地突破教学重难点.最后,本文提出中职学校

需要努力探索“多维多元”评价模式,反馈教学效果,以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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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机电专业就业岗位变化趋势及原因

(一)岗位变化趋势

中职机电专业是我校的核心专业，分为机械加工类和维

修电工类两个方向，毕业后的就业岗位主要有机械制造类岗

位、电子代工厂流水线岗位、汽车制造生产线岗位、汽车维

修岗位等，就业率达到１００％，三年就业稳定率保持在８３％
以上，就业范围广，就业率稳定，吸引了大量的初中毕业生

报考。

对我校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３年机电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进行

调研，笔者发现传统机械加工岗位(如普通车工、普通铣

工、电焊工)就业比例从６５％下降到了０％，电子代工厂流

水线岗位从３０％下降到了０％，数控加工类岗位(如数控车

工、数控铣工、车铣复合)从０％上升到了６０％，汽车制造

类岗位从０％上升到了３０％，汽车维修类、自由职业、个体

等基本保持不变。 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传统的岗位逐渐

被新兴岗位所取代，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机电专业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就业岗位统计

(二)原因

１．技术升级

数控加工技术的不断升级促使制造类企业由普通机械加

工方式升级为数控加工方式，岗位类别随之发生变化。 传

统的机械加工方式的环境和条件较差，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

工作，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企业很难招收到刚毕

业的学生。 而数控加工方式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加工精度大幅度提高，产品更新周期缩

短，企业生产成本降低。 如远安县车桥有限责任公司、湖

北省奥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等传统机械加工类企业，将原来

的机加工车间全部升级为数控车间，所需岗位也就相应发生

了变化。

２．政策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出台，明确了长江流

域以保护环境为主的政策，当地矿产的开采受到限制，一大

批矿产开采类企业停产转型，生产开采设备类的企业大量倒

闭，传统的机械加工岗位自然就会减少。

３．行业发展

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机电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

工作岗位。 ２０２２年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为２２６辆，汽车产

量达到２７００多万辆，销售高达２６００多万辆，产销两旺的市

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尤其是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分公司的建成投产，机器人焊接生产线投入使用，

吸引了大量中职毕业生就业。

中职机电专业课程教学的探究

(一)课程设置

２０１１年，我校第一次组织学生参加数控车铣技能大

赛，选手都是数控专业的学生。 在之后的技能大赛及社团

活动中，机电专业学生积极参赛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后

都从事与数控有关的工作。 ２０１９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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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我校成功申

报了“数控车铣综合”试点学校。 因此，以“１＋X”证书

试点契机，结合机电专业学生的竞赛成绩和毕业生就业需

求，决定在机电专业增设“数控加工”专业课程。

２０１９年广汽传褀宜昌分公司建成投产，给宜昌周边带

来了１０００多个岗位，对高素质一线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增

加了中职机电专业、数控专业学生的就业选择，也为这两个

专业学生提供了安全保障的岗位实习场所。 为满足公司对

实习生的要求，也为学生实习后能留在公司工作，提升他们

职业发展空间，我校决定在机电和数控专业增设“汽车维

修”专业课程。

(二)教学措施

１．教学时间

考虑到学生已经在第三、四学期学习了“机械加工技

术”“电工电子技术”等专业课程，对机械加工、机械传

动、强电弱电相关知识都有了基本的认识，能为新增课程的

学习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结合数控加工的“１

＋X”之数控车铣综合职业等级证书考核，汽车维修结合专

项能力考核，我校决定在第五学期的九十月份进行集中培训

和考核，原有的课程教学时间保持不变。

２．教学目标

“机械制图”虽然是机电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但对中

职学生来说，画一张略复杂的零件图是较为困难的，更别说

装配图，而且学生毕业以后大多从事加工方面而并非设计类

的工作。 因此，我校可以根据学生毕业后相应工作岗位的

要求，以“够用”为原则，将此门课程的难度从“掌握典型

零件三视图的绘制”降低为“能看懂简单零件图”。

“钳工”是机电专业学生进入中职后，最先接触的专业

实训课程，但是钳工实训又苦又脏又累，毕业后没有学生从

事与钳工有关的工作。 基于此，我校可以将掌握钳工操作

技能调整为了解钳工操作方法，重点对学生进行规范意识、

团队合作意识、安全意识以及７S管理等教育，为后期的实

训课程打下基础。

“机械加工技术”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车工加工技能，在

２０１０年以前为当地的机械加工类企业培养了大量的一线工

人，也为学生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随着岗位的变

化，普通机械加工转变为数控车、数控铣等工种，因此，我

校为了适应岗位新的变化，将教学目标调整为了解加工方

式、掌握加工工艺、会确定加工参数，为学习数控加工积累

知识储备。

３．教学内容

我校组织专业课教师编写实用的校本教材，内容详实、

难度适中。 教材《数控加工》中包含数控基础理论知识，

如工件坐标系、机床坐标系、辅助功能代码、常用 G代码，

删除了循环指令及复合循环指令、宏程序等复杂的编程代码

的内容。 为与“１＋X”证书培训教学与考核相匹配，我校

还重点增加了 CAXA 数控车铣自动编程内容，对绘图、选

择加工路径、生成 G 代码、后置处理、程序传输、对刀加

工、精度控制等作为该门课程的重点内容。

教材《汽车维修》中包含汽车发展概况，重点包括合资

品牌的历史使命，国产品牌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国产新能源

汽车的国际地位与广阔前景，汽车概述，同步器的拆卸、检

测与安装，发电机的拆卸、检测与安装，气缸、曲轴的检测

与判断等内容，同汽车拆装与检测专项能力的教学、培训、

考核相匹配。

我校还对教材《电工技术基础》进行了内容上的调整。

现在技术工人要求持证上岗，以前活跃在家装行业的农民工

群体目前优势不大，岗位更需要手持技能等级证书的中职毕

业生。 机电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更容易考取证

书，随着需求的增加、待遇的提高，不排除学生以后从事水

电安装、机床维修等方面的工作。 因此，我校将《电工技

术基础》教材中的复杂直流电路的计算、RC电路、RL电

路、RLC电路等内容进行删除，增加了多股软导线的连接、

家用配电箱的组装、用电设备的多地控制、导线直径的选

择、电动机控制等内容。

４．教学策略

根据学校实训设备的实际情况，我校新增的“数控加

工”和“汽车维修”课程采用集中培训、小班化教学模式。

将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学生进行数控加工的学习，另一

部分学生进行汽车维修的学习，上下午交替进行，保证每门

课程的学习时间不少于１００个学时，每一位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都有实践的机会。 在“数控加工”实训课程中，我校

会聘请技能大赛选手作为小师傅，进实训车间带徒弟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之间交流障碍较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热情，让同学们有“同样是学生，他们(技能大赛

选手)能学得这么好，实际上我也可以”的想法，营造浓厚

的“比、学、赶、超、帮”技能学习氛围。“汽车维修”课程

在实训阶段，将校企合作企业“飞鹏汽修”的维修师傅请进

课堂，将行业的最新动态、最新理念、企业标准带入课堂，

实现二师同堂的教学模式。

探索“多维多元”评价模式

(一)将课堂评价延伸到课外评价中

课堂虽说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但学生的表现不全在

课堂上。 在家能维修开关、更换灯泡、抄读电表等，也可

以作为“电工技术基础”课程技能操作评价的依据。 将网

上查阅资料、完成前置学习清单等作为一般性过程评价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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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成长档案中，把评价从课堂延伸到课外，能多方位对

学生进行评价。

(二)将单一评价扩展为多元综合评价

传统评价模式下，教师是唯一的评价主体，导致评价不

准确、不客观。 因此，采用多元评价主体，将学生在家的

学习情况、技能应用情况(如常用家用电器简单故障的判断

与维修)等由家长进行评价；参与课后技能拓展，由拓展师

傅进行评价；课堂评价由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小组长评

价、小组成员互评等组成，将单一评价扩展为多元综合评

价。 具体评价系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学生综合评价细则

序号 姓名
课前 课中 课后

任务单 小组得分 组长评价权重 小组互评权重 自我评价权重 教师检查加分 拓展
总分

　　备注:

总分＝课前＋小组得分∗(组长评价权重＋小组互评权重＋自我评价权重)＋教师检查加分＋课后拓展

权重分配:

(１)主导０．５;(２)积极参与并能提出建设性意见０．４５;(３)积极参与０．４;(４)能参与不捣乱０．３５;(５)无参与不捣乱０．２;(６)无参与影响他

人０.

　　(三)将结果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和增值性评价

现在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味地追求是否达到了要求，

而是看学生在这项技能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增值空间。

比如，在学习“导线的连接”这个技能点时，虽然不能完全

达到“连接可靠、接触电阻小、绝缘安全”的要求，但只要

他们在练习过程中一次比一次进步，做到态度认真、敬畏生

命、安全第一，不把不合格的产品带入生产中，就可以给学

生一个合格的评价，注重过程性和增值性评价，从而促进学

生的可持续发展。

(四)将“１＋X”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的考核结果作为相

应专业课程的补考成绩

学习“数控加工”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看图能

力、CAD作图能力、机械加工的理论知识。 通过该课程的

学习，完成“１＋X”证书之数控车铣综合考核并取得相应证

书，就证明学生达到了相应的能力，因此，可将其成绩作为

“机械制图”“机械加工技术”“CAD”等课程的补考成绩。

通过汽车维修专项能力考核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同学，已

完全掌握教材《电工技术基础》中万用表的使用、二极管的

检测、三相负载的星形联接、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等知识，教

材《公差与配合》中的公差相关知识，其成绩可作为“电工

技术基础”“公差与配合”课程的补考成绩。

取得的成效

我校围绕学生就业所需核心素养增减教学内容，巧妙设

计教学环节，遵循“根本简单开放”原则设置任务清单，将

企业师傅请进课堂，慢节奏、多梯度、循序渐进地突破重难

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被多家企业

评为“优秀员工培养基地”。 ２０１８级学生汪某峰毕业后进

入湖北三江航天江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公司)

从事数控车工工作，在２０２３年９月举行的航天六院数控车

工比赛中荣获三等奖，使江河公司在这一赛项上取得了零的

突破。 ２０１７级学生黄某杰先在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公司)实习，因工作出色，实习结束就转为正式工人，

并作为第一批调回宜昌分公司的员工，还为公司培训新员

工，现已被提升为门边装配组小组长。 这两个学生是我校

进行专业课程改革后机电专业优秀的毕业生代表，还有一大

批毕业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结束语

笔者通过本文的探讨，深刻认识到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

机电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性，面对快速变革的就业市场，需

要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

进行创新和改革，以适应和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帮助学生

提升就业竞争力。 希望本文能为中职机电专业课程教学改

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促进中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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