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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以下简称“我校”）针对电子技

术应用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缺陷，创建了用完整任务链贯穿

所有专业核心课程的互通立交桥式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一、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中心的串联线性专业核心课程体

系的界定

根据我国职业教育项目教学改革的内容、路径及其课程

体系的特征，学校把我国当前中职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界定为

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中心的串联线性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一）改革内容

项目教学改革解决了我国职教专业课教什么和怎么教

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实现了：①“两个改革”： 用“知

识链和技能链”改革了专业课程，实施了项目教学；用行动

教学改革了教学方法。②“两个转变”：专业建设由 “以

学校为中心”转变为 “以服务产业为中心”；专业教学由 “以

教师为主体”转变为 “以学生为主体”。这次改革的内容

主要是课程改革，而不是课程体系改革，没有改变我国以专

业核心课程为中心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二）项目教学改革路径

德国文化的内涵特征是程式化和严谨，我国项目教学改

革路径就带有明显的德国程式化印记：人才市场调研—分析

人才需求共性—归纳总结知识链和技能链—编写人才培养方

案和设置课程—制定课程标准和分解知识链及技能链—设计

任务载体（项目）—编写项目教材。改革的落脚点仍是课程

改革，还是没有改变我国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中心的专业核心

课程体系。

（三）课程体系特征

当前课程体系有两个显著特征：①课程串联特征——用

知识链和技能链，像串珠子一样把专业核心课程一门接一门

地串联起来。②课程时间安排的线性特征——依据知识链和

技能链“由浅至深、由易至难”的教学规律，按时间轴线呈

线性排课。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中职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是以专业核

心课程为中心的串联线性课程体系。

二、当前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先天缺陷及其产生的原因

当前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存在着以下缺陷：体系建设偏

弱，课程间联系不清晰、“知识链和技能链”迁移不顺畅、

全专业能力和生产链工作能力培养目标不明确。

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教学改革没有优先对课程

体系进行宏观和顶层设计，而是分课程独立进行项目设计和

建设，造成课程间的联系不清晰、衔接不紧密、“知识链和

技能链”的迁移不顺畅，全专业能力被课程片段化，生产链

工作能力被岗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缺陷产生的原因主要

聚焦以下两点：①分割知识技能点造成了全专业能力和生产

链工作能力被课程片段化和岗位化。②分课程独立进行项目

设计和建设，造成课程间联系不清晰、衔接不紧密。

三、学校互通立交桥式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改革、创新

和效果

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是按照部颁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专业目录和专业办学标准开设的，与我国当前课程体系的关

系是特殊矛盾与普遍矛盾的关系，它也是以专业核心课程为

中心的串联线性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存在着一样的缺陷。学

校改革后的电子技术应用专业互通立交桥式专业核心课程体

系仍实施项目教学改革，是对当前课程体系的深化改革。

改革：设计完整任务链，所有专业核心课程都围绕同一

完整任务链实施教学，根据课程特点，把任务链分割成片段

链构成课程。

创新：改变了以前项目教学分割知识技能点、分课程独

立进行项目设计和建设的做法，课程既是片段链的分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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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完整任务链的合作者。

效果：完整任务链固化了全专业能力和生产链工作能

力，从宏观上设计了课程体系，任务链贯穿所有专业核心课

程，密切了课程间的联系，实现了课程间的无缝衔接和“知

识链、技能链、任务链”互通立交。

四、学校创建互通立交桥式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改革和

实践

本课题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继续深化项目教学改革，

弥补当前课程体系的先天缺陷。我校通过紧紧抓住当前课程

体系先天缺陷产生的两个“焦点”，来实施互通立交桥式专

业核心课程体系改革。

（一）界定全专业能力和生产链工作能力、课程片段专

业能力和岗位工作能力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全专业能力和生产链工作能力与课

程片段专业能力和岗位工作能力是两组相对概念。全专业能

力是指满足生产链各工作岗位需求的职业能力，要求学生熟

练掌握应用元器件、仪器仪表和工具、电子电路设计和仿真

软件，正确装配、分析、调试、检修、设计电子产品的能力。

而课程片段专业能力和岗位工作能力，是上述两种能力分别

被课程片段化和岗位化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能力不全面。

比如：理论分析得头头是道，面对实际产品的电路就无从下

手；焊接装配又快又好，产品出点小问题就束手无策。

新时代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大量掌握全专业能力和生产

链工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为这样的人才具有很强的终身

学习能力、社会经济产业发展和调整的自适应能力及创新能

力，能够承担起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二）设计完整任务链，完成课程体系顶层设计

学校这次课程体系改革是对用“知识链和技能链”替代

“知识链”的项目课程改革的深化，是用“完整任务链”贯

穿所有专业核心课程和用“知识链、技能链、任务链”替代

“知识链和技能链”的课程体系改革。

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完整任务链就是一个电子产

品的开发生产过程：元器件选用和电子电路设计与仿真—电

子电路原理和故障分析—单片机控制电路编程与调试—电子

电路印制板（PCB板）设计与制作—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我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设计了 7 个具有完整任务链的教学

项目，分别是：倒车雷达、八路抢答器、密码锁、电子钟、

模拟搅拌器、频率计、调光台灯。

所有课程都是这 7 个项目完整任务链的分工者和合作

者，完整任务链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尽管会作为片段链被分

割到对应的课程中，但任务链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始终没有改

变，成功地完成了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设计。

（三）分割任务链，设置专业核心课程 

改革后的课程围绕同一个项目的任务链分工和合作，学

校把这种课程建设形象地比作互通立交桥的分段承建。“分

段承建”的关键在于如何分割任务链和设置专业核心课程，

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分割后的任务片段链及对应的课程设

置如下：元器件选用和电子电路设计与仿真—“PROTEUS

电子电路设计和仿真”、电子电路工作原理和故障分析—“电

子电路工作原理和故障分析”、单片机控制电路编程与调试—

“单片机控制电路程序设计与调试”、电子电路印制（PCB）

板设计与制作—“DXP 电子电路印制电路板 PCB 设计”、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四）设计枢纽课程，创建互通立交桥式课程体系

改革到目前为止，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还是任务链的串

联关系，没有实现互通立交。“PROTEUS 电子电路设计与

仿真”生动逼真地仿真出了一个电子产品从元件选择到电路

设计成型和功能呈现的完整任务链，与其他课程之间都存在

着横向联系，学校发挥该课程的枢纽作用，创建出了学校电

子技术应用专业“任务链串联 + 枢纽课程横联”的互通立

交桥式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五）课程建设

学校设计的倒车雷达等教学项目都是综合性较强的复

杂产品，零基础的学生无法直接学习，学校在从课程入门到

项目实战间采取了以下措施：

1. 设计了基础项目和拓展项目，引导学生由零基础进

入项目实战

为有效帮助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引导学生由

零基础顺利进入综合项目实战，学校另设计了 8 个基础项

目和 16 个拓展项目。由于教学课时、实训费用和实训条件

限制，这24个项目不可能全部利用教学课时组织装配调试。

2. 设计了规范统一的课程结构

遵循“先基础后应用、先简单后复杂”的认知原则，根

据课程特点，设计规范统一的课程结构：“课程入门知识和

技能—基础项目实操—综合项目实战”。比如：“PROTEUS

电子电路设计与仿真”和“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都是先学

习PROTEUS软件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及电烙铁等工具和

万用表等仪器仪表的入门知识和使用技巧，再学习基础项目，

最后学习综合项目。

（六）课程内容和教学安排

所有专业核心课程都采用连堂排课。“PROTEUS 电子

电路设计和仿真”主要介绍元器件和电路结构及功能，及如

何使用 PROTEUS设计和仿真电路，一年一期或二期排课，

周课时为 3 课时。“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和“电子电路

工作原理和故障分析”连开 4 学期，周课时为 3 课时，前

者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工具和仪器仪表，装配调试电子电路，

后者主要介绍所有教学项目和拓展的电路工作原理和故障。

“单片机控制电路程序设计与调试”和“DXP 电子电路印

制电路板PCB设计”二年一期或二期排课，周课时为3课时，

前者主要介绍C51单片机和KEIL-C编写单片机控制程序，

后者主要介绍如何使用DXP设计和制作 PCB。

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所创建的互通立交桥式专业核

心课程体系，是深化项目教学改革的一种新尝试，希望能对

兄弟学校起到一定的借鉴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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