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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DA 技术的高职一体化教学模式建构与实践① 
吴小花, 张等菊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510635) 

摘 要: 高职教育需要培养 “强能力、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 因此要开发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线的 

“教、学、做合一”一体化课程教学模式. 分层阐述该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内涵特征和实施原则, 以及一体

化课程设计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中的必要性, 并以电子技术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说明其运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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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echnology Based on EDA 
Teaching Mode  

WU Xiao-Hua, ZHANG Deng-Ju 

(Guangdong Water Power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raise the “strong ability, high quality” technology applied talents and, 

therefore,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to train the criterion of “teaching, studying, doing one” the 

integration course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theory basis, features and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 and integration course design in higher vo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necessity, and wi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 teaching effect that the practice of using the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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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步入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 电子

信息类产品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市场需求的

变化使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能否尽快开发出适应

市场需求的产品已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产品开

发的需求推动着设计方法不断更新, 传统的设计方法

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以计算机为工作平

台, 融合了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化技术最新成果而形成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简称 EDA)技术.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 以培养技术应用型

人才为宗旨的高等职业教育也逐渐发展壮大, 高职

院校不仅要培养和输送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

的 “强能力、高素质”人才, 也要贴近市场, 产学合作, 

与社会服务往来, 技术交流. 因此, 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开发为根本 

 

 

 

目标，通过项目课程教学，实训实践，建构“教学做”

一体化的课程，真正形成 “在做中教，乃是真教，从

做中学，才是实学”[1]的教与学新体系。 

 

1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 “生活教育”

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 也是其教学方法论 .  

“教、学、做合一”反对 “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的理论脱离实践的传统旧教育 , 提倡读活书 , 肯定

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作用, 使学生从传统的

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压抑下解脱出来, 使学生变被

动地受教为主动地学习.  “教学做合一”理论在当前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下, 与工学结合, “基于工作过程”

的项目教学思路相吻合, 成为高职教育开发学生职

业技能的根本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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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内涵与特征 
2.1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内涵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 倡导“学中做, 做中学”, 

以及“校园人”、“企业人”生态互动的培养理念, 主要体

现在课程设置以行动为导向,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 

将课程设计成为“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 分模块体现

在课程设置以行动为导向,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 

将课程设计成为“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 分模块进行

教学,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2.1.1 以学生为中心 

在教学理念方面,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倡导以

学生为中心(Student Centred Learning, 以下简称 SCL), 

就是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自身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教师的引导下, 开放思路, 通

过小组讨论、团队协作等活动来解决问题、学习掌握

知识; 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帮助学生学习. SCL 的

教学方法可以概括为: 第一, 从学生的角色来看, 学

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角、演员, 是知识的主动探求者, 通

过自己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以建构对事物的

理解, 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第二, 从教师的角

色来看, 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 是

编剧、是导演, 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框架和平台; 第

三, 从学习环境的设计来看, 教室可以根据教学实践

的具体要求进行重新布设, 以最大限度地方便学生的

个体学习, 或者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合作学习. 在这样

的学习环境中, 有利于多种教学资源的共享; 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信息处

理能力、创新能力.  

2.1.2 以产学合作为平台 

在教学途径上, 以产学合作为平台, 通过 “订单

培养”“顶岗实习”“工学交替”等形式, 积极推进与企业

的深度合作与全面互动, 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在实践中, 我们形成了以下子模式: (1) “2+1”模式, 即

每年从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择优选拔组成以企业命名

的订单班, 利用驻厂半工半读形式完成 1 年专业技能

学习, 并获得相应专业技能证书, 毕业时由合作单位

择优选择学生就业; (2) “实习+顶岗+就业”模式, 先安

排学生进入合作企业实习 2 个月, 然后根据双方意向

签订 1 年顶岗协议, 顶岗结束再选择就业; (3) “顶岗+

就业”模式, 学生在三年级第一学期末进入合作企业

顶岗, 并以岗位工作为主题完成毕业设计, 然后根据

双方意向选择就业. (4) “全程半工半读”模式, 学生在

校期间根据课程需要阶段性的进入不同合作单位学习

技能, 并在课余时间去顶岗, 毕业时根据双方意向选

择就业.  

2.1.3 以学生为主体 

在教学过程中, 以学生为主体, 突出“能力目标”; 

进行恰当的任务进行能力训练, 学生必须充分行动起

来, 参与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理论与实践结合, 动

手动脑操练. 不可否认, 部分高职教育教师观念上仍

然有一个误区, 就是“有知识, 就有能力”. 但实际上, 

知识与能力之间不但不等同, 而且在它们之间有一道

鸿沟, 这道沟唯有“实训”来填平, 因为知识、经验可以

传授, 而个人的能力只能靠训练. 所以高职教育, 只

有建立“教、学、做”一体化系统, 才能促进“工”-“学”

生态和谐, 才能最终出培养“知识应用”型人才, 有社

会竞争力的人才.  

2.2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任务驱动、项目带动是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

主要特征之一. 项目带动是教学的主线, 围绕项目, 

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和工作情景, 通过项目的实训, 深

化理解和巩固专业知识的基本概念、主要知识点和专

业理论的应用.  

“理实一体化”课程设计是“教学做合一”教学模

式的另一个主要特征. “理实一体化课程设计”理论

认为 : 教师要树立知识不是老师“教会”的 , 而是学

生“学”会的 , 能力不是老师  “讲”会的 , 而是学生 

“练”会的新的教学观念. 概括地说, “理实一体化课

程设计”的教学模式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① 把课

程教学从知识讲授型为主 , 变成知识应用型为主 . 

②  把课程教学从理论思维型为主 , 变成以能力训

练为主. ③ 把课程教学以知识、概念、定律、逻辑

推导为主, 变成以完成项目任务载体为主. ④ 把课

程教学从学生被动听讲 , 变成学生主动参与操作 , 

积极参与新知探索 . ⑤  把课程教学从教师讲解为

主, 变成由教师积极引导、创造学习的环境条件为主. 

⑥  把课程评价标准从教师讲好为主 , 变成以学生

学好(有兴趣、能力有明显提高)为主.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中, 课程评价标准有六项

原则, 概括起来分别为: 一是能力目标; 二是任务训

练; 三是学生主体; 四是职业活动导向; 五是项目载

体; 六是课程的一体化设计[2]. 通过六维评价, 来反馈

专业教学, 促进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贴近市场, 有预见

性的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布局开设新专业或

及时调整修订课程, “以销定产”, 按市场需求来培养人

才, 进而推动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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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实施原则 
3.1 主体目标原则 

高职院校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专业知

识和具有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 主体是学生 , 目标

是能力建设 . 营造和谐教学情境 , 为他们的整体发

展提供动力和土壤 . 因此 , 实施“教学做合一”教学

模式要求教师了解教学对象——学生的基本情况 , 

激发学生的兴趣, 引导学生创造思维 , 围绕教学内

容和重点, 充分发挥主体自身的能力 , 挖掘主体的

潜能 . 一是要突出实践可操作性 . 职业教育课程的

最终目标, 就是使学生具有实战能力——解决实际

问题的综合能力, 它非常强调学生的实践、实际操作

能力 . 所以 , 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实践环节 , 在理论

教学基础上, 应更加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学

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是要注重学生的主动参

与性 .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中 , 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就是调动学

生本身对知识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教师的

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主动地汲取知识. 三是要发

挥教师的组织、引导、促进、控制、咨询的主导作

用. 教师在设计“做的任务”时, 要处处体现“学生为

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思想, 学生才会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人,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2  “知识点”整合原则 

“知识点”整合是指在教学设计中有目的地将类似

或相近的“知识点”科学地编排在同一教学情景中进行

教学, 是“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基本原则. 通常, 教

科书是按照“知识点”以一定的顺序关系编排成章成节

的, 既有其单一性、先后关联性, 也有其分散性. 在以

项目带动的“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中, 必须选择合适

的项目, 对教科书进行“知识点”整合, 科学地将近似

或同类的“知识点”有机集中编排, 密切“知识点”的关

联, 易于归类、理解、巩固和融会贯通.  

3.3 单一到整体原则 

单一到整体原则是指课堂教学中, 坚持项目带动, 

先易后难, 以单一“知识点”和仿真工作情景为基础,  

“知识点”综合应用为纽带, 实现知识点的结合, 形成

整体的、“树”形“知识点”结构链, 使得“知识点”更加紧

密关联. 传统的教学以科教书编排为顺序, 逐一“知识

点”传授, 同时, 实训环节的脱节, 难以形成清晰的整

体概念.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克服了这种“片段”教

学方法, 使学生在项目过程体验与训练中, 获得工作

岗位的整体职业知识.  

4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与实践 
普通网页在以职业能力发展为目标的教学中, 我

们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 实施 “教学做合一”教

学模式, 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方面进

行研究与实践, 不仅根据学生的智能优势训练学生的

理性思维, 重点以培养职业基本能力为目标, 让学生

在实践能力获得中体验成功. 通过多年改革与实践, 

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符

合高职院校学生应用型能力培养的一体化教育模式, 

尤其在电子类课程教学中效果良好.  

电子类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综合性和应用性. 

而对于多数的高职学生, 由于他们的基础知识水平

比较薄弱, 遇到枯燥又复杂的理论推导, 他们往往缺

乏学习热情, 最终导致失去信心. 在教学过程中, 要

运用陶行知先生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指导教学

活动, 尽可能地采用理实一体化的职业技术教育的

教学模式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让学生边做边学 , 

实现在教中学、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重心放在 “学

与做”的密切结合上. 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  “事怎

样做就怎样学, 怎样学就怎样教, 教的方法要根据学

的方法, 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 做是中心, 要在

做上教, 在做上学. 在做中教[1]. “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

电气自动化、计算机、机电一体化、通信类专业的重

要基础课, 其中的概念、理论内容分量很重, 内容抽象

难懂[3]. 如果按照传统课本顺序进行讲解, 教学效果

很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子电路的分析与

设计方法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虚拟实验室广泛得到

应用, Proteus 等 EDA 软件的出现, 为电类专业在教学

上实施 “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提供了可能, 利用

Proteus 软件做过仿真实验的师生们都说  “有了

Proteus 软件, 不仅使我们对实验中所涉及到的电路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更主要的是它完全打破了常

规实验室场地、设备使用的时空限制, 使学习者的动

手操作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对培养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足以证明了通过仿真实

验可以提高教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下面以《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设计为例, 说

明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  

《数字电子技术》[4]课程教学以学习情景为主线, 

设置五个学习情景: 逻辑事件、四人抢答器、十字路

口交通信号灯定时控制系统、大规模数字集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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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模和模数转换器件. 每个学习情景编排若干个项目, 

全课程编排了包括基本电路的功能测试、应用电路设

计与实训为内容等 18 个能力训练项目. 整合了数字电

子技术的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等 “知

识点”. 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一体化模式图 

 

实施步骤:  

步骤一: 简单介绍项目的内容、特点、目标要求、

考核方式是每人单独通过单项能力, 并用事先准备好

的 “范例”以 PPT 方式显示项目目标(结果), 以激发学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步骤二: 单一知识点先易后难讲授和实操. 如二

极管整流电路. 介绍整流电路的功能特点、用途等. 利

用 EDA 技术, 对二极管整流电路、三极管放大电路进

行仿真演示, 达到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飞跃, 完成理

论知识到应用的转化. 同样, 稳压管、稳压电路也类似

在理实一体过程中完成单一知识点的教学.  

步骤三: 归纳、综合应用训练. 概述点题, 突出各 

“知识点”的关联性. 综合应用训练, 可由学生个人或

小组, 将各部分功能电路连接成为项目总电路, 整机

调试. 进行整机仿真实验时, 学生通过翻阅教材、参考

书, 修正电路, 逐步消化各知识点, 达到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巩固. 这一过程中, 教师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 

教师要注重在这一过程的指导作用, 引导学生完成实

践验证, 同时, 指导学生如何深入挖掘内在的知识点、

如何进行调试、功能扩展等.  

通过教学实践及学生岗位工作效果追踪, 我们得

出: 由于 “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每一步骤都渗透着一

定量的系统基础理论知识和实操, 可以使教师的主导

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不但能让学

生愉快地学习, 大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主

学习时间, 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技能, 既使学生

在动手中理解和巩固各个 “知识点”, 又使学生在摸索

中发现新问题和拓展新思维, 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

发展、整体素质的提高.  

 

5 结语 
通过教学实践利用 Proteus 软件进行电子电路的

设计与仿真, 摈弃了传统设计的实物调试电路制作的

繁杂过程和打破常规实验室场地、设备使用的时空限

制, 简单、方便、快捷、准确, 又起到节能减排、低碳

环保的效果, 使得常规实验室资源利用更加高效. 随

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进一步保证高校实验的教学质

量, 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实操能力和技术应用水平已

迫在眉睫, 创建没有围墙的大学和基于网络的虚拟实

验室, 是低投入高产出、资源共享的一种全新的办学

理念, 是高校未来发展的必然. 基于 Proteus 环境下的

虚拟电子实验室是对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革新, 由于

其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非常适合新世纪高素质人才

培养的新模式, 在高校的实验教学中将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3].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当代

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社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真正

体现了一体化课程设计的特点: 把课程从知识型讲

授为主, 变为知识应用型为主 ; 把课程从理论思维

为主, 变为以能力训练为主; 把课程以知识、概念、

定律、逻辑推导为载体, 变为以完成项目任务为载体; 

把课程从学生被动听讲 , 变为学生主动参与操作 , 

积极参与新知探索 ; 把课程从教师讲解为主 , 变为

由教师积极引导、创造学习的环境条件为主[2]. 实践

证明: “教学做”一体化是行之有效的技能型人才培

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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