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一体化教学概论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教研室

　　　　　吉林省技工教师进修学校
　编写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体化教学概论/ 张云阁, 冯占兵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206-09289-3

Ⅰ. ① 一…

Ⅱ. ① 张… ② 冯…

Ⅲ. ① 职业教育－教学研究

Ⅳ. ① G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792号

主 编：张云阁 冯占兵

责任编辑：刘文辉 封面设计：孙浩瀚

制 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 字 数：285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289-3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一体化教学概论



主 　 编：张云阁　冯占兵
副 主 编：李冠祥　赵春伍　吴宝铮
编写人员：张云阁　李冠祥　冯占兵　吴宝铮

孙殿鹏　赵春伍　张敬阳



! "

前　　言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５年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决定》颁发以来，全国掀起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热潮，职业院校在

积极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积极探索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教学模式，经过十

几年的艰辛耕耘，一体化教学模式终于破茧成蚕，应运而生。

为深化我省技工院校教学改革，帮助广大教师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树

立能力为本的教学思想，了解和把握一体化教学基本程序和运作技术，提

高一体化教学水平和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

业技能教研室、吉林省技工教师进修学校在总结国内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经验，特别是近年来我省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参阅了大量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文献，组织编写了全省技工院校教师业务提

高培训教材——— 《一体化教学概论》。

本书分为六章四十节，从本质内涵、教学目标和特点、实现条件、基

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教学管理层面对一体化教学进行了较全面

而深刻地论述。在编写结构、体例、手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他是一本较

全面、系统、密切联系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际的工具书，同时也是一本集

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为一体的技工院校教师培训教材，运

用该书进行教师业务提高培训，一定能提高广大教师的一体化教学水平。

本书从２０１１年７月至今年７月用了一年时间，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

《一体化教学概论》编写工作。冯占兵同志编写了第一章绪论；吴宝铮同

志编写了第二章一体化教学实现条件；孙殿鹏同志编写了第三章一体化教

学的一般原则；张敬阳同志编写了第四章一体化教学基本程序；孙殿鹏同

志编写了第五章一体化教学的主要方法；赵春伍、张云阁、李冠祥同志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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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第六章一体化教学管理。赵春伍同志又编写了第一章第一节一体教学

内涵中第二目、第二节一体化教学产生的背景、第三节一体化教学的意

义、第六节一体化教学目标中第二目和第四目、第七节一体化教学理论基

础，并负责了该书的修改和统编工作。

该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社长于志晶同志，副社

长刘海同志，吉林省教育学院职教处处长董强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中，一体化教学作为一种新方法、新技术、新理

念、新模式，在理论层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许多做法和经验还需要在

实践中进一步加以验证。由于编写组成员理论研究水平有限，在编写本书

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请广大教师及时发现及时提出，

我们将根据广大教师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一体化教学概

论》。

希望该教材的出版对深化我省技工院校教学改革，提高广大教师一体

化教学能力和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教研室

吉林省技工教师进修学校

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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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一体化教学内涵

一、一体化教学概念

广义上讲，一体化教学是指以能力为本位，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

学思想指导下，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的教学模式。是整理融会

教学环节，把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一个整体

考虑，单独制定课程标准、培养方案，构建综合职业能力整体培养目标，

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落实来保证职业教育整体目标的实现。狭义上讲，一

体化教学是二十世纪末兴起的职业教育方法。旨在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综

合素质，通常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往往由一位教师或一体化教

师团队在共同制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进度的情况下，在一个一体

化教学场地实施教学，使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及时消化，并转化为

操作技能。一体化教学是借鉴德国双元制、国际劳工组织推行的 ＭＥＳ、北

美ＣＢＥ、澳大利亚ＴＡＦＥ等教学模式，依据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我国

职业能力建设的实际，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是国外职

业教育经验本土化的结晶。一体化教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职业教育

改革的重大成果，他集中地反映出当代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培养目标和根

本任务，充分体现了科技进步和新型工业化对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基

本要求，是能力本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的集中体现，是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理论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实

施和运用。

１



!"#$%&’

　　二、一体化教学内涵

一体化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有五大本质内涵：

　　 （一）突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一体化教学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层面的具体运

用，从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过程、教学条件建设、考核评价等方面

都凸显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这一特点。

１．教学目标体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一体化教学目标突出 “能力为本”。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缩短学生岗位适应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也强

调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缩短学生岗位适应期，提高学生的动手能

力。所以，一体化教学在培养目标方面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思想不谋而

合，并从教学目标方面反映了这一思想。

２．课程体系体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一体化教学课程体系强调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突出一体化课

程开发，强调企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院校课程体系建设，从某一专业 （工

种）职业群、岗位群从业人员的能力需要出发，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强调，职业院校应深入企业调研，广泛听

取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企业用工能力标准为依据，构建理

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课程体系。由此可见，一体化课程体系从组织开发层

面体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思想。

３．教学过程体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一体化教学过程强调教学与生产融为一体，突出教学与生产相结合，

学习与工作相结合，讲求现场教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重视 “校中厂、

厂中校”，强调 “车间即课堂”， “教学即生产”，突出实践教学。由此证

明，一体化教学在教学过程层面体现了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思想。

４．教学条件建设体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一体化教学强调教学条件建设，要求职业院校建立规模适中，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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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先进的校内外生产实习基地，将其作为一体化教学和工学结合的场所。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也十分重视校内外生产实习基地建设，尤其注重利用

企业资源，建立校外生产实习基地，为产教结合奠定硬件基础。二者理念

和做法同出一辙，这足以证明，一体化教学在条件建设层面充分体现了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思想。

５．考核评价现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一体化教学强调企业参与教学评价，通过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意

见反馈和评价，验证一体化教学效果，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高度重视企业对毕业生的考核评价，以企业满意度作为衡量

毕业生的能力标准。二者在考核评价方面内涵一致。所以，一体化教学考

核评价突出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思想。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合

传统的分段式教学模式，虽然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两者结合

的不紧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由于采取先集

中上完专业技术理论课，再集中进行实践课的分段式教学方式，导致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间隔期较长，学生进入实训课阶段，将原来已学过的专业

理论知识大多已忘却，难以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另一方面，理论课

和实践课分别由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完成，往往出现理论与实践相

脱节的现象。由于理论教师大多不熟悉专业操作技能，导致其在讲理论课

时无法确定技能训练的重点要应用到哪些理论知识，由于实训课教师一般

缺乏系统的专业 （工种）理论知识，在指导实训操作时，不十分清楚学生

进行技能训练时需要应用哪些专业 （工种）理论知识，造成了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严重脱节，其结果是毕业生在企业的适应期较长，严重影响了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而一体化教学，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出发，打破理论

课、实验课与实训课的界限，将某一专业 （工种）或某门课程的专业技术

理论与实训操作的内容，加以分解整合，有机的融入每项课题中，由一名

一体化教师或一体化教师团队在一处一体化教学场地完成教学任务。在教

学过程中，师生双方边讲、边学、边做，理论与实践、讲解与训练交替进

行，直观与抽象交错出现，没有先理论后实践或先实践后理论的固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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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是理论中有实践，实践中有理论，何时讲解，何时训练，视教学需

要而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

　　 （三）突出职业技能培养和职业素养提高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课堂为中心，以学科体系为中心，以概念、定

理、定律为线索，注重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

企业满意度低。一体化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在培养学生专

业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 （亦称为通用能力）。一是培

养学生的方法能力。一体化教学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十分注重培养

学生的方法能力。通过在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

等方法鼓励学生自我学习、自我管理，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

一体化教学鼓励学生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自我调控学习。在学习中学

生自我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收集资料、共同制定学习计划、共同研究工艺

流程、自我控制学习时间，自我陈述立场观点。从而增加了同学之间的交

流、配合、友谊，在过程体验中培养了学生的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团队

意识、思考他人看法的能力、换位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三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在一体化教学中将企业对员工的评价

引入职业院校教学管理之中，这种带有企业生产过程性质的学习过程和管

理过程要求学生以自律、认真、友善、合作的态度对待学习与管理，从而

培养了学生自律能力，严谨的科学态度，敢于负责的精神和环保意识。以

上三大能力的培养，不仅为学生毕业后从事某一专业 （工种）的工作奠定

了能力基础。也突出地反映了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内化

职业素质的本质内涵。

　　 （四）注重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

这一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一体化教学在课程改革方

面，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将教学与工作结合起来，构建了 “教”、 “学”、

“做”的一体化教学情境，根据学生未来从事某一专业 （工种）的实际情

况设置拓展能力项目，供不同层次学生选择，重组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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