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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后简称《意

见》），要求高校“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动教育”[1]。

以此为指导，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组织制定了《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的“以体力劳动为主，

注意手脑并用”，阐明了劳动教育的内涵和特征，指出“劳

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热

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2]。所以，健全高校劳动教育体系、

提高学生劳动素养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核心之一。

电装实训是一门以工艺性和实践性为主的实践教学课

程。开设该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完电子技术基础知

识之后，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

装配和调试等基本生产工艺流程和方法，为更好地学习后

续理论与实践课程，和今后从事相关电子技术工作奠定良

好的基础。目前课程有以下问题。

实训内容主要是焊接收音机、万用表等套件，焊接对

象为通孔插装元件，通过将电阻、电容等元器件焊接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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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PCB（印制电路板）板上，实验过程过于简单和单调，

与现代组装工艺 SMT（表面贴装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滞

后性 [3]。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新工艺、新设备不断涌现的

背景下，课程依然停留在以通孔插装元件为主的简单电子产

品安装调测上，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工程技术的发展严

重脱节，已经很难适应新工科理念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意见》中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

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

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深化产教融合，改进劳动教育方式。

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

力。”所以，教学内容体系体现不了时代特征和科技发展，

更不能“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需要改变 [1]。

目前，在“五育”并举中劳动教育是短板，主要是认

识上割裂地看待“五育”所导致。对此，劳动技术教育界概

括出“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

的研究成果。所以，首先在认识上要改变高等教育就是智育

的观念。

在电装实训课程教学方法上，过去都是理论讲解、实

习训练和综合测评三个步骤。国内高校也在本课程的教学上

有很多的改革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诸如东南大学

的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任务驱动实践

教学模式，西南交大的多层次、模块化教学模式等；都在改

变那种教师先讲，学生再做，抱着学生走的教学方法。但这

些教学改革强调的是专业，没有意识到应该把劳动教育、品

德教育加到其中。达到《意见》中指出的：“积极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

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由于实验学时数少，没有单独考核，课程设计的实验

成绩一般以最终的实物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对过程不注重，

导致很多同学在实践中自我要求不高，马马虎虎完成任务，

不利于引导学生勇于探索、乐于求知，勤于动手、精益求精，

培养学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

本次教学改革紧扣新时代“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

造性劳动”的劳动教育特征，以培养学生爱劳动、会劳动和

珍惜劳动成果的劳动品质为目标。教学改革的整体构想是：

构建彰显劳动时代性和思政专业性的“劳育—德育—智育”

三位一体育人教学内容体系；提出脑体并举、知行合一的专

业实践课程教学方法；建立综合评价专业技能、劳动素养和

思想品质的课程考核方法 [2]。

学内容体系。

电装实训改革的第一步是对现有的教学体系进行更新，

电装实训电子产品装配项目，如焊接收音机、万用表等套件

等本身非常契合劳动教育的要求，同学们放下书本，在电焊

台上完成作品，拿起螺丝刀装配。这个模块不需要取消，只

是需要与时俱进，改为数字钟、蓝牙音箱、SMT表贴等新

型电子产品。特别是原来电装实训所用的收音机和万用表涉

及的大多是模拟电路知识，对现在普遍应用以单片机为代表

的数字电路知识没有体现，这是传统电装实训的一大缺陷。

所以，新的实训项目加入了单片机开发板，使学生既能对前

面学到的课程知识融会贯通，又能对之后要深入学习的嵌入

式单片机产生浓厚的兴趣，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开

发板功能多，元件种类和数量，元件识别、对位、焊接的工

作量很大，但当装配完成，载入程序单片机运行正确时，同

学们也感觉到巨大的乐趣和成就，践行了“以劳树德，以劳

增智”，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内容体系的另一个大的改变，是增加了 PCB设计（应

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涵盖包括原理图

设计和 PCB设计，加前面的焊接和装配调试，能让学生了

解现代电子产品完整的生产工艺流程。PCB以设计体现的

是劳动的专业性，培养创造性劳动的能力。

高校劳动教育的特征，应该是劳动与专业并重，脑力

与体力劳动并举。例如，电子产品装配时，不仅有焊接与安

装为主的体力劳动，还有测量仪表的使用、常用电子元件的

分辨与测量、复杂电路的识图与作图等动脑用脑的知识，所

以，实训过程应该脑体并举，知行合一。

在教学上，按“两个原则”“三个步骤”进行。

两个原则一是开放，包括开放式管理，实训时间开放，

实验室开放，在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规定时间

内完成实训即可；设计内容同样开放，如 PCB设计，可以

在三极管或单片机实用电路中任意选择一个，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基础不同，学生能力也有差

异，所以在除了以往的实验指导书、上课的讲述之外，还引

入了视频教学的方式。把重要的或容易出错的操作步骤或知

识点，做成小视频，上传到云班课里，方便学生随时查阅，

学习时间也是开放的。二是团队式：由于更新后的电装实训

教学内容增加较多，学生两人为一组，大家各负其责又密切

配合，共同完成实训内容，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三个步骤”，即制定目标、理论讲解、实习训练。

运用驱动式教学，通过制定预期要达到的实训目标，帮助学

生确定学习方向，了解实训的目的、意义，激发学习兴趣；

然后由教师对电装实训的内容、原理和方法进行讲解，让学

生在充分理解实训的要点和关键步骤；最后，在规定的时间

内，学生按要求完成实训项目。亲手制作出的新型电子产品

大大加强了学生们的成就感，真正学以致用，体会到学习和

劳动的乐趣。无论是电路的装配还是 PCB设计，都引导和

（下转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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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后再执行下面一个 case语句。引出对应的国家利用和个

人利益的课程思政，引导学生在做任何事情时以国家利益为

重。在授课时，可以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如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留学后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艰苦的科

研条件下和其他众多的科学家一起投身到中国的两弹一星

的事业中去，最终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程序设计类课程是高职类院校工科学生的必修课，针

对该类专业课开展思政建设，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品行

素养、思维能力的提升。同时该类课程对日后学生走向程序

员的道路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求任课教师在授课

前要积极思考各个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

专业课的同时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行，培养他们科学严谨的作

风，培养他们的工匠精神，最终并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更好地

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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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学生尊重劳动和创造创新的劳动价值观，弘扬热爱劳

动、积极劳动的优良品质，劳育和德育齐头并进，德行一体。

德育还体现在实践过程中的集体协作，提高学生的协同工作

能力、调控工程的能力 [3]。

的课程考核方法

建立多元化的考核制度。学生实训效果的好坏，不仅

在于通过实训内容的改进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在于建

立一套有效地考核的制度。新的考核方式综合考虑劳动、思

政和专业三个方面，如表 1所示。

劳动素养（40%） 思想道德（10%） 专业技能（50%）

过程

质量
完成度

个性

态度

团队

协作

知识

掌握

成果

正确

创新

设计

30% 10% 5% 5% 20% 20% 10%

新的考核方式不仅综合考虑劳、德、智育三方面，还

深入到实训过程，从实验仪器的使用到仿真设计的完成，从

组装到调试，从实验报告到设计的创新性独特性等多方面进

行考核。例如，以前电装部分，都只是看作品是否完成，现

在则要检查焊点质量，装配质量，检查电路板判断有没有错

焊等。

过程质量占比 30%，比完成度 10%更高；德育评价占

比 10%，独立考核；专业技能也从仪器使用、电路仿真、

PCB设计、创新等多方面进行考核。这样多指标、多模块

分权重的评价方式，有效避免了实验课程中遵循固定模式、

机械完成任务、报告照搬照套等课程弊端，以学生专业技能

的培养为核心，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和思想品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高校人才的全面发展和综

合素养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贯彻落实劳动教育方

针，论文依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电装实训”课程教学，在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实践，

为专业实训课程教学中推行劳动教育进行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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