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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中，专业基础课的概念抽象、理论深奥，学生对课程的理解较为困难，出现了学生“不知道为

什么而学”、“不知道学了能做什么用”以及畏难情绪的消极思想现状。文章从专业基础课程面临的问

题及现状分析，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提出以问题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分别从课程制

定逻辑、校企联系、生活融入、提高理论学习积极性的四大改革思路，以及改进课程逻辑设计、优化教

学内容及多样化教学模式的三大具体举措来进行阐述，为职业教育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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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cepts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are abstract and the theori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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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Students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the courses and have negative thoughts such as “I 
don’t know why I am learning”, “I don’t know what I can do after learning”, and fear of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and combines 
its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to propose a problem-oriented reform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elaborates on the four reform ideas of curriculum formulation logic, school-
enterprise connection, life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oretical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three specific measures of improving course logic design,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diversifying teaching model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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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十三五”以来，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

显增加，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重要贡献[1]。 
这期间，职业教育虽取得长足进步，但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不同程

度存在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还不到位，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仍然存在薄弱环节[2]。
因此，还需要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

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探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路径。 

2. 专业基础课程面临问题及现状分析 

目前，专业基础课作为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根基，是专业培养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由于其

偏向理论基础知识的特性，学生在课程学习时，由于前期知识储备不够，难以理解专业知识概念[3]，应

用性不强[4]，使得学生学习时，知识入门门槛较高，动力难以持续，导致专业基础课授课效果不如专业

核心技能课，出现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不知道学了能做什么用”以及畏难情绪的消极思想，影

响学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汲取。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 
(一) 学生不了解课程体系定位和制定逻辑，缺乏学习动力 
对于教师来说，授课计划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制定的，但其背后制定的逻辑对学生而言

并不透明。从学生角度来看，只清楚需要学习哪些课，课堂上什么内容，却不清楚为什么要学，也不清

楚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及这门课能为他们未来带来怎样的帮助。在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

学中，学生们被动地接受知识内容，不清楚学习的缘由，也就丧失了自主探究知识的动力。 
(二) 教学知识体系落后，与行业企业应用发展脱节[5] 
教学使用的教材多为经典教材，教材中所授的知识往往落后于当前企业发展应用。学生们学了相应的

知识，却无法为其找工作时加一把力，行业招聘也不再仅仅看书本上的知识掌握，而更加侧重于学生所拥有

的知识与其招聘岗位的适配性。如何让基础知识能适配到专业对应岗位，也是教师们在授课时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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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知识与现实生活割裂，学生难以融入学习场景 
技术为应用服务，教学知识也应当为现实生活服务，再基础的、理论化的知识，也有在生活中体现

的一面。当教学知识与现实生活割裂时，学生无法得知该知识在生活中的体现及应用场景，知识不够“接

地气”，也更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四) 专业基础课理论知识偏多，概念抽象，理论深奥，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学习的目的，以及学习时获得的成就感。专业技能课在实践

中让学生获得成就感，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但专业基础课往往没有这样的机会。理论知识概念抽象、理

论深奥，理解不易，理解后也没有直观的实践能检验学习的掌握程度，同时面对书本上大篇幅的文字描

述，学生畏难情绪较强，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 
(五) 专业基础课概念性知识太多，学生学后容易忘 
专业基础课不似专业核心技能课，学生可通过动手实操加深记忆，在基础知识学习过程中，很多学

生仅靠机械性记忆强行背下，没有深刻理解课程知识背后的逻辑，因此知识更加容易忘记。 

3. 专业基础课程改革思路 

要解决专业基础课程中上述的问题，总体而言要解决的是学生“为什么而学”、“学了能做什么”以

及课程掌握难度较高的问题。有效的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具有重要教学的意

义[6]。因此，本文提出以问题为导向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从课程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解答学生“为

什么而学”、“学了能做什么”的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同时，以提

问的方式，让学生主动思考课程知识与生活的联系，扩大触发学习的场景，提高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降低学生的畏难情绪，实现学生乐于学习基础课程的目的。具体而言，专业基础课程改革思路可分为以

下几点。 
(一) 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清楚学习目的，激发学生积极性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计划，每个专业各个课程之间的联系有其解决的问题。在第一堂课时，学

生就应清楚这门课能为学生带来什么，课程涉及了哪些知识、这些知识能解决怎样的问题、学了这些知

识学生能做些什么，打破学生与教师之间关于专业前景的信息差，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 
(二) 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成体系地学习基础知识 
每个专业基础课程中的知识也是有其联系的，而传统课堂中教师更侧重于知识点的传授，而不重视

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们仅仅知晓要学这些知识点，却无法成体系地进行理解，学习效率也会事

倍功半。 
(三) 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知晓课程侧重点，好提前为未来工作做准备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其教学重点应放在“职业”二字上。既然教学是为职业而服务，那么课程设计也应该侧重于学生未来所

需的职业技能。职业教育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学生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能

更好地让学生为未来工作做准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专业知识扎实，

具有较强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四) 以问题为导向，从生活出发提问思考，破除书本与现实的壁垒 
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时，因其理论知识偏多，概念抽象、理论深奥，难以理解，但任何基础知

识在生活中都会有一定体现，教师以问题为导向，从生活出发，引导学生进行提问思考，让学生主动明

白该课程涉及知识与生活的联系，破除书本与现实的壁垒，扩大触发学习的场景，降低对书本文字描述

的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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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举措 

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改革探索可分为如下三个具体举措。 
(一) 改进课程逻辑设计 
1) 突出“为什么”，强调所授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如图 1，以笔者所授专业基础课程《5G 移动通信》的第一堂课 5G 概述为例，以问题为导向，突出

学习这门课程、认知核心知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该课程设计中，重点突出“为什么”，首先，通过为什么需要学这门课的提问，引出课程框架、课

程性质及课程目标、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又从这门课能为学生们带来什么，引出相关岗位招

聘现状、对应证书，使学生清楚为何而学、该学什么。最后，课程应该怎样学习，课程涉及的知识与生活

有怎样的联系，怎样能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将学习场景从课堂扩大到生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触及到相

关的现象，便会触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及学习积极性。 
 

 
Figure 1. Problem-oriented course design for the first lesson of “5G mobile communications” 
图 1. 以问题为导向的《5G 移动通信》第一堂课课程设计 

 
2) 多问“为什么”，让学生跟上课堂，与教师在同一纬度思考 
在教学过程中，也需要教师多进行“为什么”的提问，让学生从技术发明者的角度出发，从现象探

究其本质，再引出涉及技术的基础知识，学生不仅能通过主动思考跟上课堂节奏，更能降低对基础知识

的“陌生感”，提升对基础知识学习的兴趣，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 
(二) 优化教学内容 
1) 兼顾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职业发展，轻略重详 
专业基础课程的一大特征是内容繁复，篇幅用在难点上而非重点上。职业教育的学生们基础较为薄

弱，教师们需要以学生过去的经验及未来的职业发展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晦涩难懂的知识点无需过

于详细，将授课重心放在对未来更有帮助的重点上。 
2) 以职业技能为导向，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筛选 
教师需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前沿技术，时刻关注行业新导向，了解行业岗位招聘技术要求，并以此优

化筛选教学内容，删减过时的部分，突出对职业技能更有用的重点部分，保证学生理解吸收后，再对行

业发展脱节的部分进行适当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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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样化教学模式 
1) 适时利用视频、图片及其他教具演示，代替教师口述或文字表述 
专业基础课知识点繁多、理论深奥、概念抽象，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只会降低学生积极性，出

现课堂犯困、开小差的情况。因此，教师授课过程中，应当适时利用视频、图片及其他教具演示。尤其是

学生难以理解、难以集中注意力的知识点，利用视频、动画、图片能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继续跟上

课程进度，也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2) 强调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课堂上的学习只是一部分，教师需要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方式，使学生意识到课程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才能达成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5. 结语 

传统的教师授课过程中，注重的是知识点的传授与理解，而忽视了课程与学生之间、课程与课程之

间以及课程内部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因为专业基础课偏向理论基础知识的特性，学生容易出

现“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不知道学了能做什么用”以及畏难情绪的消极思想现状。以问题为导向的教

学设计，通过解答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困惑、引发学生的思考、扩大学习场景，来提高学生学习基础知识

的积极性、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提高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及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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