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卷 第 9期

 2009年 9月

实 验 室 研 究 与 探 索
RESEARCH AND EXPLORAT ION IN LABORATORY

Vo.l 28 N o. 9 
S ep. 2009 

#高职高专院校实验室 #

以知行合一的理念建设专业教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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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是教育部关于教学质量工程的明确要求。 /知行合一0是众多高
职院校的办学理念,以获省级教学成果奖的热工仪表一体化教室为切入点, 以全新的、真正的 /知行合

一 0的理念, 论述建设专业教学场所的方案、构思和成效。该室将课堂与实验室真正融合,自行开发专

业实验实训装置,创设热工仪表实训场所,模拟工程实境,使学生 /零距离 0走向工作岗位。经过不断的
创新探索和实践,使该室内的教学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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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Know ledge-Action Unity to Construct Professional Teaching Site

CHENG Bei,  ZHU B iao

( Anhu iE lectr ical Eng ineering Professiona lTechnique Co llege, H e fei 230051, Ch 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teg rating of classroom and practice site is a defin ite requ irem ent about teach ing quality pro ject

put fo rw ard bym inistry of education. / Know ledge-action un ity0 is an idea to run a schoo l o fm any h igher vocationa l co-l

leges. Th is paper takes the w el-l known therm alm eter defin itude c lassroom in our country as an examp le, uses fire-new

and deep-dyed / know ledge-action unity0 idea, d iscusses the schem e, design and effect of pro fessional teach ing site con-

struct ion. The room am a lgam ates the classroom and laboratory. The specialty experim ent and practice dev ices are exp lo-i

ted independently. And the therm al instrum ents practice site concept is or ig ina.l The place sim ulates w orks actua lity, so

the students approach to their post in zero d istance. A fter cont inuously innovat ion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 resu lt is

w 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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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6年教育部在 5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6中明确提出: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

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 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高等职业院校要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融 -教、学、做 .

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 0;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重点是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要探索

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 0。因此, 积极探索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一体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 是高职

教育办出特色、服务地方成功的关键之一。

/厚德重技  知行合一 0是我院鲜明的办学理念,

我院自 2003年起就试行一体化教学模式, 2005年起

大规模建设一体化教室,热工仪表一体化教室是其中

最具特色的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实验室

(仅在实验区内部或旁边再安置课桌椅, 理论教学与

实验仍然相对独立 ), 对高职院校教改起到一定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

2 以知行合一的理念建设专业教学场所

高职院校培养目标是 /以就业为导向, 以服务为

宗旨,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技术应用性人才 0。教学



改革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推广创建具有职业氛围和情

境的教学场所, 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教学体系。

而一体化教室的建设,是这一教改工程成效的完美体

现,是知行合一理念的充分诠释,是培养高素质、高技

能的人才目标的重要保障
[ 1]
。

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首先要研究高职教育

教学特点与规律,将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理念融入专

业发展规划和课程改革的设计之中; 积极开展理论与

实践教学的改革, /教、学、做 0合一,强化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热工仪表课程为热工自动化专业的核心技

术课, 对课程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发现,该课程

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 仪表检测原理结构用实物

讲解直观具象,用文字介绍反倒抽象。针对测量仪表

类课程教学实践性强的特点, 从高职高专教育的要求

出发, 充分体现课程的 /实践技术性 0教学特色, 学院

决定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将课堂搬进实验室搬

进实训场所,转变将理论和实践完全分离的教学观念,

顺应现代职业教育的潮流,以一体化、任务驱动、案例

教学为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同时同堂进行
[ 2]
。

要实现一体化教学,首先是要有适合此种教学模

式的专业教学场所, 即一体化教室, 教室的设计围绕

/知行合一 0的理念, 利用现有实践条件, 学院将普通

教室巧妙布置,改造为集教学、实验、实训、岗位实习、

技能鉴定、职工培训等多功能合一的一体化教室
[ 3]
。

3 知行合一的专业教学场所设计

/知行合一 0是明朝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提出来
的,起初的概念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他

的 /知行合一 0思想: ¹ 知中有行, 行中有知。 º 以知

为行, 知决定行。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 不仅要认识

( /知0 ) ,尤其应当实践 ( /行 0 ) , 只有把 /知0和 /行 0
统一起来, 才能称得上 /善 0。基于这种理念, 在专业

课程教学场所的设计别具特色地规划建设了热工仪表

一体化教室
[ 4]

,如图 1所示。该教室的课桌由实验台

改造而成,课桌与实验台合为一体,在课桌上摆放压力

表校验装置,在课桌的抽屉和底柜内放置常用维修工

具和小型测量元件,如热电偶、热电阻、压力表等,供学

生随时在听讲的过程中取用。在南侧贴墙摆设玻璃门

陈列柜,将各类仪表安置在柜中,平时用于展示, 教师

在授课之前,将相关的仪表取出摆放在课桌上,在讲课

的过程中,安排学生实际操作时使用。在北侧贴墙摆

放较笨重的温度仪校验装置,用于教学和实验,在西侧

靠墙, 布置有两套大型的、综合性的热工仪表实验实训

装置, 此装置由学院教师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与来自电

厂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使设计方案得到进

一步完善。 2006年与北京华晟高新科仪公司,联合完

成了此套装置的制作。此装置集各类温度、压力、流

量、水位等仪表于一体,融合了火电厂最常用的测量仪

表及控制装置,利用先进的数据采集卡和计算机监控

系统对各类参数进行测量、显示、控制
[ 5]
。且留有硬

件和数据扩展通道,用于与其他现场设备对接
[ 6]
。

图 1 一体化教室总体布置

  在一体化教室建设规划中进行了全方位考虑, 还

做了如下方面的工作:

¹ 绘制课堂教学所用的设备结构、系统原理等教

学挂图,购进必要的教学演示用具。 º 将从工厂、工
地等处搜集的各种仪表、器件、装置等作为实物教具在

讲台上展示、拆卸、讲解,进行生动直观的教学,并利用

学校现有的场地设备进行现场教学。既节省了实验设

备成本,又扩大了实验仪器仪表的示范种类
[ 7]
。 » 在

一体化教室内专门辟出一块空地, 作为学生科技作品

展示区,将学生课外活动结出的硕果在此展示,给低年

级学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学习条件, 使他们明确目

标,敞开思路,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增强自主学习的

能力,激励低年级有新的成果诞生。¼制作多媒体教

学课件,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 将课程涉及的内容, 以

及与其他专业课的关系,直观、生动、形象地介绍给学

生。编写了课程所需的试题库, 习题集、实验大纲、实

验指导书等,并不断改进充实。

此一体化教室后还有两小间工作间,模拟电力行

业生产现场,将其建成热工仪表实训场 (见图 2)。该

实训场由 3个相通的小房间组成, 每间按照生产企业

的真实场景布置。图中箭头所指为日常工作流程。在

办公室接受任务后,办理相应的工作票和操作票,戴上

安全帽,携带工具,到达生产现场。处理解决生产过程

检测仪表有关问题后,到集控室核查问题解决是否完

善。全部工作完毕后回热工分场交接。这样的安排,

使学生仿佛就置身于大型的生产企业,耳濡目染,经常

实践,使学生 "零距离 "地走向工作岗位。实训场中生

产现场的硬件设备和集控室的软件均由授课教师研制

完成。目前是国内唯一的模仿火电厂实景建设的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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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实训基地,得到用人单位的交口称赞,并被企业同

时作为职工培训场所使用。

图 2 热工仪表实训场总体布置

4 一体化教室设计理念先进,功能齐全

此一体化教室 (包括配套的实验实训装置 )为我

院教师结合多年教学经验自行开发设计。一体化教室

功能齐全,自建成以来,已先后完成以下的教学和社会

服务任务: ¹ 课内教学及课内实验。用于全院 5个专

业的热工仪表、热力自动化、检测技术等课程教学及实

验。º 独立实训: 热工测量及仪表综合实训。 » 热

工测量及仪表课程设计。¼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专

业学生岗位实习。 ½ 行业工种热工仪表安装工初级

工、中级工技能鉴定。¾电厂运行人员岗位培训。 ¿

学生科技创新小组课外活动场所。

5 知行合一的理念贯穿于教学中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学习者来说,先

前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者会从经验中积极地建

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它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尊重个人

意见,注重互动的学习方式。一体化教室创造出一个

适宜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能主动地建构他们自己的

知识。教师的职责是促使学生在 /学 0的过程中, 实现

新旧知识的有机结合。建构主义教学更为注重教与学

的过程中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的培养
[ 1]
。

实践可以弥补书本知识的不足, 培养训练解决实

际问题的基本技能, 激发探求寻找未知世界的浓厚兴

趣。所以,在教学中, 尤其是实践性较强的工科专业教

学中, 应将知行合一的理念贯穿于教学之中,以提高教

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在具体实施教学过程中, 还需做

合理细致的教学设计。我院开展的热工仪表课程的一

体化教学模式于 2008年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 1) 将课堂搬进实验室。一体化教室建成后, 课

程相关内容均在实验室内进行教学, 实践教学和学生

实践的时间大大增加。以 2006自动化班为例, 该课程

总学时 70学时,其中有 40学时是在一体化教室内授

课的,内容涉及到温度测量、压力测量、流量测量、水位

测量、数据采集等 5章内容, 其他 30学时在课堂采用

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授课,教师将测量仪表实物带进教

室,在课堂上展示演示, 并在授课课件中多以动画、图

片、视频的形式对仪表的原理、结构进行生动的讲

解
[ 8]
。

( 2) 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过程中理顺教师和学生

的关系。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教师的作用

是进行指导、引导、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在一体化教室内授课时,针对某一种测量仪表,

教学过程中采用以下的步骤: ¹ 教师讲解仪表的原

理、特点等基本知识; º 实验演示仪表的测量原理和

结构; » 学生操作, 现场拆卸分解仪表观察结构, 复

装,使用仪表测量,理解掌握原理和使用方法; ¼教师
学生交互讨论, 学生现场探索解决疑难问题; ½ 教师

继续讲解下一节的内容,重复以上的教学过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边讲解, 边演示,边训练, 边启

发,形成讲解 ) 演示 ) 基本训练 ) 功能扩展引导 ) 综

合技能训练 ) 技能考核等环环紧扣逐步深入的教学链

节。教师设问让学生观察思考; 教师指导学生动手训

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教师在巡回指导时发现问

题、总结问题。做到共性问题, 集中讲解; 个别问题,个

别指导。通过单兵考核,规范学生的操作,使其掌握专

业技能,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目标
[ 2]
。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刚接受的理论知识立即应

用于实践中,即通过实践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消化,又

结合理论学会了实践技能操作, 学生从原先的盲目顺

从变为积极主动,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学生学习

效果有明显的提高, 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收获。尤其

是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完全适应岗位的要求,受到用人

单位的好评。

( 3) 选择双师型教师。在课程授课教师的选择

上,指派既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教学水平,又具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专职授课教学, 并聘

用来企业的生产技术骨干进行热工仪表安装课程的教

学。教学准备工作中要求教师精心写出详细的一体化

授课计划、教案及讲稿, 以及具体的技能指导考核方

案。一体化教学的实施锻炼、培养了教师,促使教师努

力钻研业务,苦练操作技能,提高了教学水平
[ 3 ]
。

( 4) 教学做合一。固定开放一体化教室, 让学生

利用课外时间进一步实践、消化、巩固所学课内知识。

由授课老师负责组建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小组, 结合课

程开展课外科技活动,选择有实际意义的课题作为课

程设计实训内容,学生参与科技作品的开发制作和实

171 第 9期 程  蓓,等:以知行合一的理念建设专业教学场所   



验装置的调试工作。使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实践

进行操作练习,创新性实验、开放性实验以及课外科技

小组活动促使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开发完成了多项科

研作品,其中基于单片机技术的教学显示屏获得安徽

省第二届大学生科技作品制作竞赛二等奖
[ 9]
。

6 结  语

将 /知行合一 0的理念贯穿于一体化教学实施和

一体化教室建设中, 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

一规则下获得理论与实践的知识和经验,养成良好的

职业规范,教学效果立竿见影, 达到令学院、就业单位、

教师、学生四方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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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对学生进行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

本操作的一定系统训练。如相图测定、化合物分解压

实验测定等。º 提高型实验, 是基本型实验的补充和

延续。实验内容涉及面较广,具有综合性、设计性及应

用性的特点,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并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基础知识的能力。如材料导热比较分析,炉渣性能

分析等。» 创新型实验,是提高型实验的进一步补充

和拓展。具体分为两类:一是与大学生科技创新兴趣

和科学研究结合。学生可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条

件选择课题,参与科学研究,教师宏观指导。二是与学

生毕业课题及论文结合。在教师的指导下,针对冶金

生产或冶金发展前沿提出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并做

前期有针对性的基础实验研究。

为了保证这种教学模式得到顺利实施并取得良好

效果, 冶金工程的专业基础实验是在完成专业基础理

论学习并对生产一线有一定的了解后进行,将原专业

基础课随堂实验改为专周实验, 并独立为 /专业基础

实验0课程。实验教学过程分三阶段进行: ¹ 激发阶

段,通常由理论课授课教师在结合生产实际讲解冶金

过程原理时激发并引导学生依据理论知识,结合生产

实际提出设想,鼓励学生将哪怕是一种直觉、一种可能

不太切合实际的想象说出来,供大家讨论,提出在实验

室进行试验的可能性, 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º
专周实验阶段:在此期间, 停止其他一切教学活动, 师

生全心投入。学生除完成基本型实验和提高型实验

外,并结合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或感兴趣的专业技术

问题,做前期的基础实验研究工作。教学过程采取激

励机制,最大可能地提供条件, 将学生的想法在实验室

中得到验证或结论,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 跟

踪指导阶段:主要是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或毕业研

究论文结合,对学生有兴趣继续研究的问题,教师倍加

鼓励并宏观指导,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于冶金基础实验室工程氛围强, 能解决科学研

究中的一系列问题, 在冶金专业基础实验教学中采取

了 /两个三0实验教学模式,冶金基础实验室在大学生

科技创新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届 ( 2004级 )冶

金工程本科毕业生中,有 26名同学的毕业课题研究工

作源于冶金基础实验教学中启发的兴趣,且课题的全

部研究工作在冶金基础实验室得到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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