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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教”改革作为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有效展开“三教”改革，才能培养出符合岗位需求的

综合型人才。本文以钢轨探伤课程为例，分析了钢轨探伤课程在“三教”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钢

轨探伤这门课程“三教”改革的创新路径，经验与做法：提高教师的双师素质能力，开发工作手册式教

材，改革教学方法，通过钢轨探伤的“三教”改革，教师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

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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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ree educations”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reform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
tion. Only by effe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of “three educations” can we cultivate compre-
hensive talents that meet job requirement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ail flaw detec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hree educations” reform of the rail flaw detec-
tion course, and introduces the innovative path,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three educations” 
reform of the rail flaw detection course: improve the double teacher quality of teachers ability,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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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 workbook-style teaching materials,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and through the “three teach-
ings” reform of rail flaw detection,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eachers have been improved,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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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钢轨探伤课程是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专业课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掌握钢轨探伤仪的使用

和焊缝探伤仪的使用，并具备钢轨母材探伤和焊缝探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铁路养护

维修工作以及高速铁路养护维修工作奠定基础。原有的钢轨探伤课程建设也进行了改革，但仅仅是从教

法改革这一方面着手，没有针对教材、教法、教师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本文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开设的专业课《钢轨探伤》课程为研究对象。在前期课程改革与实践的基础上，以“三教”改革为切

入点，教材和教师和教法改革，通过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用人岗位的需求，企业的工作内容，引入企业

的先进工艺方法，对原有的教材内容进行重构，开发出教材编写的框架。针对教学的重难点开发教材的

同步建设资源。同时依据教材编写的框架对教法进行优化整合，开发出适应岗位需求、适应教材改革与

教师改革的教法。 

2. “三教”改革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教材问题 

原有钢轨探伤教材偏重理论性，原有钢轨探伤教材分为 3 个项目，钢轨探伤仪的使用、钢轨探伤，

和焊缝探伤，钢轨探伤仪的使用分为超声波探伤的基本知识，超声波探伤设备的组成，GCT-8C 钢轨探

伤仪使用介绍；钢轨探伤项目分为钢轨伤损的基本知识，钢轨母材探伤作业；焊缝探伤项目分为焊缝探

伤的基本知识和焊缝探伤作业。原有的钢轨探伤教材目录如图 1： 
 

 
Figure 1. Catalog of previous rail flaw detection textbooks 
图 1. 以前钢轨探伤教材目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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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虽然也采用钢轨探伤项目为载体进行，但是在内容中仅有目标和案例，

没有技能训练，任务评价、巩固与练习、课程思政点、扫一扫等环节。教材框架体系单一，教材没有企

业人员参与，不能体现最新的工艺流程和手段，没有课程的思政点的体现，没有作为教师教学活动和学

生学习活动一种重要媒介，不能体现怎么教和怎么学的问题，不利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2. 教师问题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扮演着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在“三教”改革中，教师应当成为学生

的引导者和指导者，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1]。这就对教师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教师要需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有的教师团队在教学方法以及专业实践能力方面都有所欠缺。 

2.3. 教法问题 

教法是教学改革的途径，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直接决定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当前钢轨

探伤这门课程在教学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多数专业课教师采用以讲为主的授课方式，完全控制训练教

学中的各个环节，致使课堂氛围枯燥，抑制学生训练的主动性。很多专业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未能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热情，无法增强学生学习专业的动力。另外，教师在组织

训练时，只是把专业知识内容传授给学生，很少对学生进行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工匠精神的培养，致

使学生虽然学习了专业知识，却不能运用专业知识处理实际问题，学生不具备工匠精神、工匠能力和相

应的专业技术能力。 

3. 基于“三教”改革的钢轨探伤课程改革与建设思路 

3.1. 教师改革 

“三教”改革教师是关键，为了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教师参加企业培训，提高双师素质能力，钢

轨探伤课程团队的老师去铁路局或者相关铁路单位参与钢轨探伤课程的专业学习，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也可以参加教学能力大赛，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可以邀请企业进校园，参与相应的教研活动，提高教

师的实践教学水平。目前本课程团队中所有教师都有企业实践锻炼的经历，其中两位老师具有铁路局钢

轨探伤学习的实践经历，一位老师参加过学校的教学能力大赛，并在教学能力大赛中多次获奖，因此，

钢轨探伤团队的教师不论在实践能力还是教学方法上都具备高的水平。 

3.2. 教材改革 

开发工作手册式教材，编写适应岗位需求，满足适应市场需要的教材，培养高水平的人才需要高质

量的教材，原有的教材更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内容的完整性，在教材编排上更注重知识点的串

联，而忽略了实际生产中工艺方法的流程，不能适应市场岗位的需要，新开发教材将行业企业技术标准

引入课程教学内容，使教材更具有职业特色；教师深入企业工作，了解企业工作内容，根据企业实际情

况调整教材内容，与企业联合，共同开发高质量的教材，建设多样化教材和教学资源，聘请企业专家共

同开发工作手册式教材，教材添加思政内容及红色文化育人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以及自主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提高职业素养。培养出更多能为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本教材在编写时以钢轨探伤过程为载体进行项目化教学，该课程共划分为

五大学习项目，分别是超声波的基础知识、钢轨和钢轨伤损、钢轨探伤设备、钢轨母材探伤、钢轨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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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探伤。各项目划分为项目描述、教学目标、案例引入、子任务实施等四大模块。各子任务下又包

含为任务引入、知识连接、技能训练、任务评价、巩固与练习、课程思政点、扫一扫等七大环节。在

编写过程中，注重加入信息化的资源，对重难点资源采用二维码的形式辅助学生学习相关视频和讲解。

通过“四模块、七环节”的呈现方式，使学生“做中学，学中做”，每一个子任务都有相应的技能训

练，学生根据技能训练完成相关实训项目。项目完成后根据不同的考核内容，有学生对任务的自评以

及教师的评价。不断提高钢轨母材探伤及焊缝探伤技术技能水平，为我国铁路养护维修事业做出的贡

献。本教材在编写时铁路局工务段、检测设备有限公司的人员参加。在主要的项目中，项目 3 钢轨探伤

设备，项目 4 钢轨母材探伤，项目 5 钢轨焊缝探伤中邀请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对项目的实训内容及案例进

行把脉指导。 
以其中一个任务为例，说明教材的具体编写要求。 
项目 2 钢轨和钢轨伤损，任务 2.1 认识钢轨有任务引入，任务引入模块引入钢轨如何划分，知识链

接，介绍钢轨的相关知识，技能训练，通过学生测量 p60 断面的尺寸的技能训练，掌握钢轨的断面尺寸，

为以后的钢轨探伤作业工作中奠定扎实的基础。任务评价从学生自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三个方面评

价学生对这一任务的掌握情况。课后还有巩固练习，巩固练习考查学生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加

深学生对内容的学习，扫一扫，这一部分重要内容学生可以通过扫二维码进行反复的学习。课程思政点

教学环节，通过引入课程思政点，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项目 2 的技能训练如

图 2，任务评价如表 1： 
 

Table 1. Understanding rail task evaluation 
表 1. 认识钢轨任务评价 

项目名称  任务名称  

小组成员  综合评分  

学生自评 理论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知识考核点 自评意见 自评结果 

1 钢轨类型   

2 不同类型钢轨的断面尺寸   

3 钢轨的化学成分有哪些，对钢轨性能的影响   

技能训练完成情况 

项目 内容 评价标准 自评结果 

训练准备 设备及备品 机具材料选择正确  

人员组织安排 人员到位，分工明确  

方法步骤 工机具检查 工机具性能完好  

作业步骤和流程 作业步骤和流程正确  

质量考核 仪器操作 仪器操作熟练准确  

数据准确 数据与 P60 钢轨的断面尺寸相吻合  

安全考核 安全操作 符合安全操作规程  

现场整理 工机具会回收到位  

小组评价 动手操作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信息处理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 

教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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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Understanding rail skills training figure 
图 2. 认识钢轨技能训练 

3.3. 教法改革 

随着互联网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仅仅依靠课堂讲授已无法满足教学要求[2]。改革教学方法，高

职院校推进教法改革，需实现传统教学模式的现代转变。第一，大力推进“信息技术 + 教学”，利用多

种教学平台，打造智慧型学习空间，提高教师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引导教师改进教学方式，

利用微课、视频，动画等形式，改变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

式的教学方式，强化教学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3]。第二，重塑教育教学形态，优化教学过程。

根据开发的教材框架，以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案例等为载体组织教学单元等，实施案例教学、

项目化教学、模块化教学。具体钢轨探伤这门课程，以教材现有的框架开展教学，以 mooc 学院为平台，

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学校的钢轨探伤实训室现有的设备为依托，构建一依托，一平台，课前、

课中、课后，线上线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课堂内容的讲授中穿插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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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的育人理念。强化教学互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4. 多维度的考核评价体系 

采用平时，过程性与期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平时占 20%，过程性占 30%，期末占 50%。平时主要

考察学生的课堂表现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过程性分三次过程性考核，过程性一考核学生的 mooc 学

习情况，过程性二考核钢轨探伤设备及各项性能指标的测试，主要考察学生实训态度，各项指标测试过

程，过程性三考核钢轨探伤作业和焊缝探伤作业，主要考察团队实训态度、作业前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仪器整备是否规范、探伤作业过程中是否规范等。期末通过笔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学生理论知识和

实践知识的掌握情况。重点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三教”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4.1. 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同时通过多种教学方

法的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等综合能力。mooc在改革之前，学生的mooc通过率是 12.2%，

改革之后，学生的 mooc 通过率提高到了 78.6%。80 分以上的学生成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学生参与

讨论总数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学生通过“三教”改革，

不仅提高了专业素养，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深入探究，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政治素

养和责任担当精神。 

4.2. 教师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 

通过教师改革措施的实施，教师到企业参加学习，提升了专业教师的实践水平，教师教学能力的比赛，

提升了教师的教学素养以及对课程内容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5. 结语 

总而言之，以教师、教材、教法为中心展开的钢轨探伤“三教”改革，不仅可以提高钢轨探伤课程

团队的教师综合能力与实践能力，而且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出适应岗位需求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由此可知，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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