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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分离、忽视知识与技能的核心关系、教材

不能及时更新、教学设计忽略知识与技能的结合等问题。构建“知识+技能”教学模式，要注重四个关键要

素，即教学观念、教材、教学场所和教学设计，四要素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且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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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

高技能人才。教学模式是高技能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载体，以什

么样的教学模式将知识和技能有

机地结合起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教学模式包括教学环

境、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教材

和教学设计等许多环节，只有从整

体上对教学模式进行设计和优化，

才能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一、高职院校在知识与技能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怎样有效地把知识的传递和

技能的训练有机结合，许多专家进

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1][2][3][4][5]，并

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课

题组调研发现，高职院校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一）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分离

知识教学强调知识的逻辑性、

阶梯性和组合性，虽然学校教育能

把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学生，但大部

分高职生对知识学习不感兴趣，对

实践操作的兴趣比较大。而技能

教学中又忽视知识的有效传授，学

生在操作时往往不知从何下手。

知识和技能是构成能力的两个重

要指标，高职教育必须将两者结合

起来，不能割裂。

（二）忽视知识与技能的核心

关系

冯忠良认为，知识与技能同属

个体经验，但又有所不同，必须予

以区分。他指出，知识或称作言语

信息，是个体对客观经验（客观事

物的属性与联系）的一种主观反

映。技能是人们在活动过程中通

过练习而获得的控制动作执行的

那些个体经验，即通过学习而形成

的合乎客观法则要求的活动方式

本身的执行经验。知识与技能是

构成活动的调节机制所不可缺少

的要素。能力的形成发展首先依

赖于知识和技能的获得[6]。知识的

价值在于用思想认识世界、认识自

我，去不断创新和完善，而技能的

价值就在于用实际行动改造世界、

改造自我。知识与技能可以相互

促进，知识能提高技能熟练的速

29

《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

版
权

所
有



度，同时也是改进和创新技能的武

器。反之，技能的获取可以对已有

知识正确与否进行验证，同时对不

足的知识进行完善，对正确知识进

行巩固，知识和技能存在一定相互

渗透[7]。知识和技能都是构成能力

的因素，是构成能力的重要属性，

缺一不可。当前很多高职院校在

盲目地去追求技能的培养而忽视

知识的学习，没有做到围绕技能去

传授知识，影响了学生能力提高的

速度和效率。

（三）教材不能及时更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的

更新速度很快，知识的更新速度也

在加快。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

材的更新速度慢，更新周期长，教

学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产变化，培

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四）教学设计忽略知识和技

能的结合

由于教材、教学场所和观念等

原因，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只专

注知识的线性设计，而忽略教学的

非线性设计，不能将知识的学习和

技能的训练有机地结合，教学效果

不佳。

二、基于”知识+技能”的高

职教学模式的建构

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以知识

和技能为核心，对教学观念、教材、

教学场所和教学设计四个要素展

开分析和阐述。四个要素是一个

整体，不可分割，相互影响。该模

式同时具有开放性，与外界交换各

种信息，与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对同

步性。

（一）观念

观念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模式，

也决定着学校的教育教学模式。

学校领导和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校

长的观念，对高职人才培养起决定

作用。校长的观念和能力决定学

校的发展，校长具有强大的执行

力，可以把各种教育教学思想变成

现实，任何教学模式或理论没有校

长的强力支持都难以实现。校长

树立“知识+技能”教学观念，就可

以在教学场所、教材、教学设计上

给予大力支持，如可以引进项目和

资金，投入大量资金到教学场所

上，同时引进高水平的教师。校长

能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和人才流动

趋势以及产业升级的特点，可以组

织教师结合产业的实际开发配套

教材。校长能推进和加强学校优

势专业与社会产业集群的对接，如

航空职业院校，与航空产业链对

接，重点培植特色专业，不盲目扩

张非特色专业，这样就可以对特色

专业进行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校

长有了“知识+技能”的教学观念

后，就可以配置好各种硬件和软件

措施，教师就可以基于现有条件进

行“知识+技能”的教学设计。

（二）教学场所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教学场

所主要是教学区域，没有涉及技能

实践区域，造成知识传递和技能训

练的分离。基于“知识+技能”的教

学理念，要打破这种有形的分离，

把教学区域和实践技能训练区域

合并。在实践技能训练区域，根据

特色专业配备各种实习实训设备，

实践区域也可以配置成学生活动

或讨论区域，还可以配置成模拟游

戏区域或其他区域。教师可以根

据教学设计方案，在教学区域传授

知识，当需要技能培养时就可以在

实践区域进行。这样可以促进知

识和技能的相互促进，既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又促进学生的能力

培养。

（三）教材

教材编写必须向“知识+技能”

型教材转变。“知识+技能”型教材

由行业、企业和学校三方人员根据

行业标准和实际的社会发展情况

共同编写，注重知识与技能的结

合，并定期进行更新。

（四）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

析教学问题，确定教学目标，建立

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案、试行解决方

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

改的过程。教学设计的目的是使

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达到最优

化。目前使用最多的教学设计模

式都是从系统方法的“瀑布”模式

演化而来[8]。几乎所有的系统方法

设计都包含分析、设计、实施和评

价四个基本步骤，且呈“瀑布”分

布。设计是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

的桥梁，没有一个好的设计，教学

效果就难以实现。设计观念或思

想决定了教学流程和教学效果的

高度和维度。在现有的高职“知

知识+技能

观念 教学设计

教学场所 教材

图1 基于“知识+技能”高职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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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能”教学模式中，设计包括两

部分：一是教学内容的设计，二是

教学实践的设计。知识的传递与

技能的训练是能力培养的两个方

面，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促

进能力的提高和应用。如图1所

示，这种教学设计充分考虑到了知

识和技能的结合，同时也考虑到了

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方面体现

了知识的层次性、逻辑性、组合型、

扩展性、顺序性、技能性和社会性，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技能的操作性、

顺序性、安全性、习惯性、协作性和

模拟性。符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具

有立体的非线性，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在“知识+技能”教

学模式设计中，教师在教学设计中

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充分掌握知识

的逻辑性、层次性、组合性等特性

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知识对应的技

能特性，对技能场地的设备配置要

相当熟悉，在设计知识的同时要对

技能进行设计；二是教师要熟悉高

职学生的特点和传递知识的信息

技术等媒体的特性，注意知识传递

与技能训练的配合。

参考文献：

[1]顾亦鸣，曹玉华.工业设计知识群教

学模式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

（9）：191-192.

[2]吕林海.教学设计的专家知识及其发

展模型初探[J].中国电化教育，2007

（4）：16-19.

[3]陈建军.基于知识管理的教学设计

[J].中国远程教育，2007（11）：38-41，

80.

[4]杨志超.高职技能训练教学设计模型

[J].职教论坛，2008（6）：34-37.

[5]张旭翔，施泽波，丁涛.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模式设计研究-知识管理的视角

[J].职业技术教育，2010（31）：44-48.

[6]咸桂彩，袁良栋.“技能”是什么[J].职

业技术教育，2011（24）：56-58.

[7]钟庆文.基于教育心理学语境的高职

教学改革解读：知识与技能[J].职教论

坛，2010（3）：11-14.

[8]祝智庭，钟志贤.现代教育技术-促进

多元智能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3.

知识点1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n 知识点… 知识点m

技能1

技能… 技能…

技能n 技能… 技能m

教学场地 技能场地

学生

教师

图1 立体非线性的教学设计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Based on
“Knowledge + Skills”

WU Shu-guang, LI Xin-sheng
(Hu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Some problems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skills training, the neglect of core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failure of updating
textbook in time and the neglect of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eaching design, etc. For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 skills” teaching mode, four key factors need to be pay attention, that is the teaching idea, the textbook,
the teaching sites and the teaching design. The four factors are an integral whole and are indivisible and interactional.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knowledge; skills; teaching mode;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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