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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思路
本单元以在“主导—主体”的教学结构中，通过对

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学习活动等的设计，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既有很大的自主权，又能保证其学习不会发生
质的偏离，有利于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分析
（一）教学内容
《铁路线路与站场设备运用》是铁道交通运营管

理专业核心专业基础课之一。本门从铁路线路和站场
的角度，阐述了我国铁路线路的基本知识，详细分析
了各种类型的铁路站场的布置，简述了高速和重载铁
路站场的布置及铁路枢纽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二）学情分析
本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学生同时学习《铁道概

论》、《大众交通论》课程，学习具备了一定的铁路
基本知识，学习对象为95后大学生具体情况。优势：
学习过较全面的铁路信号相关知识、有较强的理解能
力、喜欢探索新知识、新领域，愿意尝试新方法。不
足：对问题没有深入的分析、专业知识相对较为枯
燥、专业知识遗忘较多。

（三）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岗位需求及学情分析结果，从知

识、技能和素养三方面确定了本单元的教学目标。
三、教学策略
一是教学理念：依据课程标准，采用以学生为

主体，以帮助学生学会车站线路及道岔编号和强化职
业素养为目标的教学理念；二是教学组织：根据学情
分析，因材施教，将学生合理分组，通过岗位分工与
角色互换，最终实现全体学生掌握机器人示教与焊接
操作技能；三是教学手段：采用“一平台、两环境、
三结合”的创新教学方式。将职教云平台的应用贯穿
教学全过程，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将虚拟车站线
路、道岔编号和线下练习两个环境有效融合，节约教
学成本、保证教学安全；将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导学
相结合，学生个人学习和小组协作相结合；四是教学
方法：采用任务驱动法优化教学过程，借用多样的信
息化技术和媒体资源等多种形式组织具体教学活动。

四、课堂实施
以实际教学任务为载体，模拟企业工作流程，将

细致工作贯穿课堂始终。教学过程包括课前预习与测
试、课中学练以及课后延伸三个模块。

（一）课前测试
学生在平台上完成基础知识测验，教师根据测试

结果对个别学生进行线上辅导。随后发布学习资料和
任务单，布置课前需完成的任务，通过学生的完成情
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二）课中学练
1.阶段一：课程引入
结合企业生产实例，分析典型教学任务，各小组

代表阐述前期任务完成情况，教师点评并进行深入分
析，帮助学生找到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法，有效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2.阶段二：任务实施
通过“课前复习”、“在线学习”、“线下练

习”、“深研熟虑”四个环节，实现全体学生掌握相
应知识点技能。

五、实施效果
效果一：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贯穿始

终。将课前测试、任务发布、小组讨论、组间评价等
方式贯穿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使
其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显著提高教学效果，学生平均
成绩显著提高。

效果二：教学更契合企业工作实际。以“训练”
为主线，依据“复习→示教→再现→实训→检验”等
企业工作流程优化教学内容，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
学难点。

六、特色创新
特色1：采用“一平台、两环境、三结合”的创新

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一平台：将智慧职教 APP 
平台的应用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实现线上
线下无缝对接；两环境：利用线上学习和真实练习虚
实两个环境进行教学；三结合：将学生自主学习和教
师导学相结合，将学生个人学习和小组协作相结合，
将典型车站线路及道岔编号相结合。

特色2：对接企业岗位需要，融入企业生产元素，
通过企业导师和校内教师共同教研，将车站线路及道
岔编号新规范引入课堂教学，将车务部门工作安全教
育融入教学。

七、反思与改进
铁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校

企合作积累更新教学资源。还要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
力为目标，逐步将1+X证书能力要求融入本课程教学。

（作者单位：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为促进教学的改进与实施，加强学生学习，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本文以《铁路线路与站场设备运
用》课程为例探究课程的教学实施、反思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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