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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ational “Three Education Reform” as the theoretical guide, a work order teaching mod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Mobile Test 
course. Teachers and enterprise engineers cooperate deeply to design and release the “Work Order Task Book” related to the cours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posts in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 chain, and students complete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relevant courses 
through the “Work Order Classroom” of the information teaching platform. Through the work order teaching, the traditional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is decomposed in more detail, and the work order teaching is completed by using the 10 step teaching method,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course are mastered through multiple work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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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式教学模式在《移动测试》课程中的应用
龙江腾   汪宗伟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以国家“三教改革”为理论指导，在《移动测试》课程中引入工单式教学模式。教师与企业工程师深入合作，结合手机产业
链相关岗位设计和发布课程相关“工单任务书”，学生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工单课堂”完成相关课程学习过程。通过工单
式教学对传统项目教学法进行更加细致地分解，利用 10 步教学法完成工单式教学，课程通过多个工单完成知识点学习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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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测试》课程是我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开设的特

色课程，助力本土手机产业链相关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课

程结合当前手机生产和维修岗位的需求及高职学校学生的现

状，计按照手机生产企业设计、生产、测试、维修的岗位分

布及要求，培养学生掌握手机维修、测试、调试等多项技能。

希望学生毕业后能从事手机行业硬件测试、技术支持、品质

检验、研发辅助等工作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

过去在《移动测试》课程中使用传统的任务驱动、项目

教学法，很难满足手机企业的人才需求。因此，在课堂中引

入工单式教学模式，模拟手机企业工作岗位职责，让学生在

学习阶段就了解岗位工作流程，使其知识技能更加贴合将来

的工作岗位。

2 工单式教学模式说明

所谓工单式教学，就是教师按照专业课程内容设计出符

合企业实际案例标准的工作任务单（简称：工单），学生以

一个准员工的身份完成工单任务，从而达到学习专业技能的

目的。在工单式教学模式中，“工单”是一个基本的任务单元，

是分散的工作任务。“课程”是工单的集合，是专业课程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涵盖了相关的教学说明文件（课

程标准， 授课计划等）。而“课堂”才是教学实施的实际载体，

包含行课的具体时间、地点、人员、教学资源（工单或课程）。

工单式教学模式符合国家“三教改革”目标。在“教师”

改革中，工单式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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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知识，教学团队中需要聘用企业工程师深度参与，企

业指导工单制作过程。在“教材”改革中，工单式教学适合

使用工作手册式教材，从公司的工作岗位要求和项目生产标

准中提取内容，满足学生岗位知识获取需求。在“教法”改

革中，工单式教学以“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为基础，

使用线上发布工单线下完成任务方式，教师可以“做中教”，

学生需要“做中学”，符合多种先进的教学理念 [1]。

3 《移动测试》课程中应用工单式教学

在《移动测试》课程教学过程中，以手机的基本结构为

基础，把课程内容共分为五大工单模块。分别是“手机整机

电路”“手机射频电路模块”“手机逻辑与音频电路模块”“手

机接口电路模块”“手机电池与电源电路模块”。通过对这

些工单模块的学习，需要掌握各个模块的基本电路知识。通

过手机电路知识引入手机维修与测试岗位的岗位需求，需要

掌握手机维修常见仪表设备的操作与使用，需要熟悉手机测

试的基本方法，能够简单的维修手机，并了解手机常见故障

维修的基本原则。以《移动测试》课程中 6 课时的《手机电

源和电源电路维修》项目为例，使用工单式教学过程精细分

成 10 步教学，通过不同阶段的任务完成整个教学过程 [2]。

3.1 工单开课 

教师在深入企业调研之后，咨询企业工程师意见，通过

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深入合作能够确定课程模块。在进入信息

化教学平台“工单课堂”新建《手机电源和电源电路维修工

单》，任课教师可以提前在工单要求中布置工单任务的要求、

考核方式、工单难度、分组建议和考核验收注意事项，并且

上传相应学习资源。

3.2 学习跑道

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分组教学。把学生分成不同小组分

配工单任务，不同的小组通过“工作任务书”领取不同的“任

务目标”，如“手机电源芯片更换任务书”“手机电源电路

说明任务书”等带有目的工作任务 [3]。

3.3 分析任务 

教师利用 1 课时的课堂时间，针对“工作任务书”中的“任

务目标”和“任务介绍”进行详细讲解，使学生小组明确任

务要求熟悉工作内容。在任务分析过程中需要引入企业工程

师参与课程讲解，企业人员通常比学校专任教师更加了解行

业岗位需求，对于岗位工作任务熟悉，因此请企业工程师参

与分析任务学生能够更加深入明确岗位需求。在《手机电源

和电源电路维修》项目中，需要讲解手机电源维修注意事项，

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手机电源模块的工作方式以及为什么需要

对手机电源进行学习。

3.4 详讲资讯 

教师利用 2 课时左右时间针对“工作任务书”中的“任

务资讯”详细讲解。“任务资讯”是完成任务应知应会的内容，

讲解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完成理论基础学习。在本课程中

是介绍手机电路专业知识、手机电池维修操作步骤、维修工

具使用规范等教学内容 [4]。

3.5 课中互动 

教师利用课中时间，以小组为单位基于“讨论”“提问”“作

业”“测试”等方式对工作任务进行引导思考，互动的目的

是引导学生明确该怎么去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通过互动教

师可以了解学生欠缺的知识点，然后根据学生情况灵活授课。

3.6 手把手教，手把手学

在《移动测试》工单式教学中，需要利用 2 课时时间进

行操作任务实施。例如，更换电池芯片试验，就是在任务实

施过程中教师手把手教，学生手把手学。教师每 5~10min 停

顿一下等待学生跟做完成，在学生做的过程中巡查课堂，帮

助学生解决问题 [5]。

3.7 任务扩展

充分利用学生课后时间，学生根据“工作任务书”中的

“任务扩展”要求，完成扩展任务。扩展任务学生自主完成，

鼓励学生在任务扩展阶段以小组讨论、线上查找和视频学习

等方式自主完成扩展任务。

3.8 答疑解惑

由于学生的掌握情况各不相同，可能会出现有些小组有

些任务不会，教师利用平台留言功能，对学生进行答疑解惑。

同时可以在课中互动中“开启讨论功能”，鼓励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自主发起讨论和求助以获得他人帮助，克服困难以提

高学习效率。

3.9 工单答辩

利用 1 课时时间，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工单答辩，小组提

交完成好的“工作任务书”，现场展示之前阶段学习成果，

完成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教师根据学生现场答辩的内容与

表达水平给学生进行打分。在答辩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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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但要求学生技能过硬，同样要求学生能够表述自己的

工作内容 [6]。

3.10 课后分析

教师利用课后时间，审核工单成绩，反思教学成果，思

考学生还有什么不会的内容，学生完成“任务总结单”填写

遇到问题、解决方式和课程反思。通过课后分析，学生和教

师都可以巩固学习成果，加深知识记忆程度 [7]。

4 课程效果与反思

在《移动测试》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工单式教学模式，

通过企业和学校深入合作，并聘请企业工程师参与部分教学

任务。在授课过程中，把整门课程分解成不同的工单任务，

通过明确的任务引导，让学生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充分利

用了课前、课中和课后时间，通过答辩式考核锻炼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

《移动测试》课程中应用工单式教学模式之后学生实践

能力有很好的提升，学习态度也由原来的漫不经心变成了现

在的积极主动。通过一个又个工单任务完成，学生掌握课程

当中的知识点，培养其适应岗位能力，为其走向正式的工作

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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