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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学一体化下的电工电子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探析

陆　 艳

(江苏省响水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盐城 224600)

摘　 要:传统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的能力培养。 该文针对此问题,介
绍了工学一体化理念的基本概念和教学目标,以电工电子教学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特点和

优势,探讨了如何将任务驱动教学应用于课程设计,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该模式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的效果。
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培养适应未来工程挑战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该文的研

究,期望为电工电子教育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教育教学不断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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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ten focuses o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while ignoring the ability training of
students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learning, takes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ask - driven teaching model,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task - driven teaching to curriculum design, and shows the effect of the model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
bility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better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cultivate high - quality talent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eaching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ducation, and pro-
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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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工电子学科作为现代工程领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传统的电工电子教

学模式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

生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的能力培养。 在此背景下,工
学一体化理念应运而生,并为电工电子教育提供了

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任务驱动。
工学一体化理念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是一

种融合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的创新教学模式,将工

程实践与学科知识相结合,通过学生参与实际任务

或项目的完成来促进学习和能力培养。 这一教学

模式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学生在解决
实际问题中的主动学习和实践能力[1 - 3]。

1　 理论基础及应用价值

1. 1　 工学一体化
工学一体化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旨在

将工程实践与学科知识有机结合,促使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不仅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够应用这些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工学一体化教育的核心是将理论学
科与实践工程相融合,使学生能够理解学科知识在
实际应用中的意义和价值。 学生通过参与工程项
目、试验、实习或实践活动,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
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4]。
1. 2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强调通过学生完成具体任
务或项目来达到学习目标。 教学过程中,教师会设
定与现实生活或实际工作相关的任务,学生需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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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来解决这些任务[5 - 6]。
通过让学生参与具体任务,培养实践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技能(图 1)。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果和学科能力,并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1. 3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下基本教学方法
1. 3. 1　 探究式学习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和发现来获取知识。 教师
提供问题或情境,鼓励学生主动进行调查研究、实
验或调研,从中获取所需的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1. 3. 2　 问题导向学习

通过引入真实的问题或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学生需要合作解决问题,通过积极的探索
和研究来获取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教师的角色是
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

2　 电工电子行业岗位能力要求及教学现状

2. 1　 岗位结构及岗位需求
电工电子行业涵盖了多个岗位,每个岗位都有

其独特的职责和要求,不同岗位的职业及技能要求如

表 1 所示,各种电工电子岗位都需要相关技术人员
掌握一定的独立解决问题及实践操作能力[7 - 8]。

图 1　 任务驱动式教学流程

表 1　 电工电子行业岗位结构及岗位需求

岗位 职责和要求 技能要求

电子工程师 设计、开发和测试电子设备和系统
电路设计与分析、模拟与数字电子技术、编
程、解决问题的能力

电气工程师 设计、安装和维护电气系统
电气工程知识、PLC 编程、自动控制技术、电
路分析与故障排除

控制系统工程师
开发和实现控制系统,如自动化控制、机器

人系统等

控制理论、编程(如 C / C + + 、PLC 等)、传感

器技术、系统集成

通信工程师 设计、实施和优化通信网络
通信原理与网络技术、信号处理、网络优化

与维护技能

硬件工程师
设计和开发计算机硬件,如处理器、嵌入式

系统等

硬件设计、数字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开发、
产品测试与验证

测试与质量控制工程师
进行电子产品的测试和质量控制,确保产品

符合标准和要求

测试技术与工具、质量管理、故障排除与分

析、数据分析

电气维修与维护技术员
维护和修复电气设备,进行日常巡检和故障

排除

电气设备维护与修理、故障诊断与维修技

巧、安全操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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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教学现状分析
2. 2. 1　 教师和学生课堂角色

对电工电子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进行调
查与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大部分学生还是可以自
觉、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并且教师在课堂中可以
以学生为主体,作为课堂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引导
者,这种积极的学生参与和教师引导合作的教学模式
对于电工电子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具有积极影响。

图 2　 教师和学生课堂参与情况调查

2. 2. 2　 课堂学习氛围调查

对江苏省响水中等专业学校电工电子专业部

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计 108 人,其中,超过 65%
的学生基本在课堂上都是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做,没
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表 2),表明在部分学生中存

在对于学习内容和教学方式较为被动的态度,相对
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2. 2. 3　 期望的课堂教学方式

通过对学生期望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调查可知,

表 2　 课堂氛围调查情况总结 单位:%

选项 占比情况

按照教师要求去做,没有自己的看法 65. 61

课堂较为活跃 27. 63

课堂无聊沉闷,不能引起学习兴趣 3. 05

对课堂氛围没有什么感觉 3. 71

大多数学生期望在课堂上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
导完成相关实践操作(表 3),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
完成相关实践操作。 这种期望反映了学生对于更
加互动和参与式的教学方式的渴望,希望能够在实
践中主动学习和探索。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教师
可以通过提供实践案例、问题导向的学习任务或小
组讨论等方式,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主动
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表 3　 学生期望的教学方式 单位:%

选项 占比情况

教师讲解,学生自己动手 20. 04

教师讲解并示范,学生实践操作 27. 12

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完成操作 52. 01

教师理论讲解,不需要学生实践操作 0. 83

3　 教学模式构建

3. 1　 教学思路
基于工学一体化下的电工电子任务驱动教学

思路旨在将工程实践与学科知识融合,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构建措施和具体实施步骤如
图 3 所示,通过工学一体化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思路,
电工电子专业学生将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探索,培
养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教师的引导和
支持将有效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参与,提高学习
效果和学科素养。
3. 2　 教学目标

基于工学一体化下的电工电子任务驱动教学
目标旨在促进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学科知识和技能,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
质。 具体的教学目标主要包括实践应用知识、创新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实验设计能力。

1)实践应用学科知识。 学生通过参与任务驱
动的教学,能够将电工电子学科的理论知识应用到
实际工程项目中,掌握实际工程中的设计、调试、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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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学思路及流程概述

试等技能。
2)培养创新能力。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鼓励学

生自主探索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
造力。 学生通过实践中的挑战和实际问题,发展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团队合作与交流。 在小组任务中,学生需要
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 通过合作,培养学生团队合
作、协调和沟通能力,提高了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4)实践实验设计。 学生在任务中需要设计实
验和测试方案,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和数据分
析能力,加深对实验科学方法的理解。
3. 3　 实践效果

以两个班级开展对照试验,试验组采用任务驱
动教学方式,而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 实践效
果方面,试验组表现出较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参与
积极,问题解决能力增强,创新意识明显增强,团队
合作表现优秀。 而对照组的实践效果相对较差,学
生表现较为被动,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意识有限,
团队合作有待加强。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探讨基于工学一体化理念下的电工电子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并通过对照试验的分析,总结
该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 通过对比试验组(采用任
务驱动教学)和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的学生表
现,结果表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在电工电子专业

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参与度高,能够将学科知
识应用于实际工程项目中,提高了实践实验设计和
问题解决的能力。 同时,学生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下展现了较高的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 学生在实
践中表现出创造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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