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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创融合”的专业基础课程重构——以“电工技术基础”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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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基础课程如何进行专创融合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以数控技术专业的电工基础课程

为例，通过重构课程教学任务，使教学任务与专业就业岗位能力密切相关，运用创新性教法、学法，培养学生的

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思维、创新创业精神，使学生掌握基本岗位技能的同时，还能进行能力迁移，解决工作

中、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出有技能、敢想、敢闯、敢干具有创新精神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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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of "Basics of Electrotechnica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Yongyun Long, Yandong Zhang, Bingkui Yin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Zhuhai, China 

【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that how to carry out specialized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Taking the basi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urse under the major of nume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by reconstructing the teaching tasks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task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kills of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position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methods are us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ables students to master basic job ski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also transfer their abilities, solve 
various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work and life,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skills, daring to think, and daring to ventur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who 
dare to work,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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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专创融合”是指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

效融合[1-2]。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指导下，创新创业教育

简称双创教育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然而，

创业教育不只是单纯传授关于创业方面的知识，更重

要的是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

使学生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以及预测市场变化和

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这种培养不可能脱离专业教育

而孤立存在。专业能力是双创活动的前提条件，双创

教育基于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推进双创教育，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是大势所趋。专业课包括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核心课程如何专创融合的相

关方面的研究较为普遍，专业基础课程如何进行专创

融合的还较少，因此，专业基础课程如何进行专创融

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数控技术专业下的电

工技术基础课程为例开展相关研究。 
在专创融合研究现状方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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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双创教育面向的对象是全体学生而非个别

人的教育，具有覆盖面广的特征[3-5]；双创教育需要贯

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而非片面地强调创业结果[6-7]；

有的学者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在岗位一线进行应用型创

新[8]；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9]、创业意识以及

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激发创业者的潜能，而非鼓励

学生在校期间或一毕业就进行创业活动；有学者认为

通过搭建“专创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奠定定制化教

学实现的基础[10]，建立“专创融合教学共同体”，提

供定制化教学方案；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基于四个能力

目标[11]、四个教学场景、四个主要支柱及多元评价机

制在内的专创融合实践教学体系，并对该体系进行了

五个方面的实践探索；有的从机械工程专创融合教学

模式的建立、机械工程创新能力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专创融合案例资源的建设、专门师资队伍的培养等方

面出发[12-14]展开研究；有的基于 DEMATEL 法的高职

院校“专创融合”教育研究[15]。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专

业层面，从专业核心课程的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平台

搭建，制度改革，教学方法创新等手段进行专创融合。

但基于专业基础课，进行专创融合课程改革的仍然比

较少，一方面可能是认为专业基础课程不需要进行专

创融合，另一方面可能是认为专业基础课程没办法进

行专创融合。而专创融合的角度可以有很多，可以从

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内容的组织以及学生学法的创

新入手。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基于专业基础课程进

行“专创融合”培养出双创素养高，技能本领强的高

素质综合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专创融合”课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专创融合”意识不高。 
教师与学生的专创融合重视度不够。大部分学生

认为，创新创业就是开公司做老板，而有些学生毕业

后的目标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提升学历，安

安稳稳地过日子，认为创新创业与自己还很遥远，跟

自己没有太大关联，所以学习创新类课程兴趣不高，

学习也不投入，不肯花时间去思考，去参与，从而达

不到教学效果。教师层面，有些教师对双创教育的重

视度不够，认为双创教育是教相关创新课程老师的事

情，自己只需要上好自己的专业课就行了，甚至没有

意识到“专创融合”是培养学生创新力以及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这主要是因为学生们没有及时

接收到正确的双创教育理念，双创教育也并不是为了

培养未来企业家而对少数人的教育，教师也应当从思

想上认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再结合专业教育做

出相应的课程改革，将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相融合。 
1.2 “专创融合”深度不足。 
在课程设置方面，缺乏专创融合课程及配套教材。

创新创业课程在有些高职院校是通过就业指导课或者

职业生涯规划课讲授创新创业，有些是设为选修课只

向部分有兴趣的学生开放，没有相关的专创融合课程

及专创融合教材。并且专业课由二级学院专业课教师

讲授，双创教育由双创学院的教师讲授，出现创新创

业课程与专业课程两张皮的现象，无法做到有机统一。

在专业课程教学方面大部分课程已实现以学生为主

体，以项目为导向，学生能掌握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

但如何进行举一反三，如何进行升级改造，如何学以

致用，那就需要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这就需要专创融合的培养。 
1.3 “专创融合”教学方法创新能力不足。 
在教学方法上，专业教育强调的是专业知识的掌

握与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双创教育强调的是创新思维

和实践参与，客观上给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的结合带

来一定困难。目前很多院校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形成

两条平行线，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创新力，典型的分组

讨论法和项目导向法创新能力不足，是否可以增加头

脑风暴法，思维导图法，六顶思考帽法，TRIZ 理论等，

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2 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路径 
改革内容：开发“专创融合”教学法，对数控技

术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立足专业基础课，以创新

型教学法作为切入点，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在掌

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构建知识，并提高

创造性思维。 
改革目标：专业课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培养出“创业型学习者”。达到创新创业像盐，融入

到专业技能培养中，有味但看不见，实现真正的“专

创融合”。 
国内专家认为：创造力=K×创造性×知识量² 
创造性=创造性人格+创造性思维+创新方法 
K 是一个常数，因人而异的特质。从公式可以看出，

有知识量，但不具备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也不会太高。

有很好的创造性思维但知识技能储备不够也无法有很

好的创造力。因此基于“专创融合”的数控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的实施方案是（见图 1）： 
（1）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基于“专

创融合”的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进行

分析、比较研究，借鉴成功经验，找出项目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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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采用调研分析方法和科学归纳法，对典型企

业的数控技术具体工作任务、工作标准、工作方法进

行调研、分析，确定典型工作任务、工作标准、职业

能力点；对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进行技术规范分析，

确定典型考核任务、技能点和行动领域，经过精心设

计，变成可以创造性、开放性项目式工作任务。 
（3）运用“创新型”教学法，比如头脑风暴法，

思维导图，设问型创新方法，组分型创新方法，类比

型创新方法，六顶思考帽法，TRIZ 理论等，经过专业

化，使创新方法适用于数控技术专业课程的教学。 
（4）融合“创新型”教学法和“开放式”工作任

务，以实际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

引导，构建知识。最终培养出创业型的具有高素质高

技能的学习者。 
3 以《电工技术基础》为例“专创融合”课程建

设 
电工技术基础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以数控技术

专业为例，该门课程的后续课程是电气控制与 PLC，
数控机床电气装调，学好电工技术基础，对后续课程

的学习提供基础，因此电工技术基础是一门非常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那如何对专业基础课程进行专创融合

了，首先要进行岗位调研、提炼跟岗位相关的工作任

务，如表 1 第二列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二列

所列出的工作任务都是跟数控专业相关的，而不是简

单罗列电机正转反转等相关任务，这也是很重要的一

点。那对于其他专业，同样是电工基础课程，所选取

的工作任务应该是跟所在专业相关的，而不是所有的

专业电工基础课程所选取的工作任务是一模一样的。

其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首先得定位到是什么专业，

该专业基础课程为什么专业服务，再进行岗位调研、

挖掘、设计相关典型工作任务，让学生知道课堂所学

的知识与技能能解决工作岗位的什么问题，能设计产

品的哪部分功能，并可以进行能力迁移，当碰到类似

问题时，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养成独立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电动机点动控制为例，因为该课程是数控技术

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可以选取数控机床对刀时工作台

手动模式的移动作为工作任务，让学生知道，掌握了

点动能够解决岗位上的什么问题，提高了学生学习兴

趣，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知道学什么内容，而且

知道为什么学这个内容，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引导作用，以学生为

中心，教学过程中使用游戏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头

脑风暴法，让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让学生自主完成

工作任务。学生完成任务后，让学生进行小组演示，

分享学习成果，并进行思维拓展，思考本节课所学知

识、所学技能还能够用在哪些设备上，实现设备上的

哪种功能。比如点动控制的方法还能用在建筑工地塔

吊大臂的摆动、塔吊小车的前进或后退、物料提升机

上升与下降以及手电钻的钻孔等。这样在以后的工作

中，需要实现某种设备某种功能时，学生能够很快运

用所学技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产品设计或者生产线

设计能力。以电动机点动控制为例，从问题提出、到

问题解决，到能力迁移的过程中使学生不仅掌握了电

动机点动控制的技能，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创新创业思维以及创新创业精神，具备相关产品的点

动控制开发能力。该课程的教学任务经过精心设计使

任务之间的难度逐步提高，让学生阶梯式前进，有游

戏般一步一步闯关的感觉，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

生掌握的能力更系统，更全面，最终能够独立地解决

产品所需的各种功能，让学生既具有专业技能又具有

双创意识和双创精神，达到专创融合的培养要求。 
4 结语 
专业基础课程的专创融合改革一定要结合所在专

业，具有专业特色，以某一个产品或某一情境的某一

个小功能为切入点，提炼若干小的工作任务，让学生

在掌握这些小的工作任务的过程中，运用恰当的教法

和学法，将双创精神，双创意识融入其中。让专业基

础课程跟岗位能力结合起来，让学生不仅能解决岗位

相关问题，还能进行能力拓展，让学生在掌握专业技

能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进行了双创意识、双创思维、

双创精神的培养，最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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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工技术基础课程教学任务重构 

传统教学工作任务 专创融合工作任务 专创融合任务拓展 

任务 1：电动机点动

控制 
任务 1：数控机床手动模式下工

作台的移动 
塔吊大臂的摆动、塔吊小车的前进或后退、物料提升机上升下

降、手电钻。 

任务 2：电动机自锁

控制 任务 2：数控机床冷却液泵控制 数控机床排屑、数控机床自动模式下工作台的移动，机器人手

臂的旋转。 

任务 3：电动机顺序

控制 
任务 3：数控机床先关门再加工

顺序控制 
传送带和出料口的控制、电梯门开关和电梯升降控制，地铁门

开关和地铁启停控制。 

任务 4：电动机正反

转控制 
任务 4：数控机床主轴正反转控

制 
平面磨床自动往返控制，数控机床工作台往返控制，电动汽车

前进后退控制。 

任务 5：电动机延时

控制 任务 5：数控机床润滑打油控制 排风扇控制，机床外部报警灯控制。 

教学过程：专业相关典型工作任务+创新性教学法+双创意识+能力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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