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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中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以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为例

苏 静,孙海涛

(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等职业学校,甘肃合作
 

747000)

摘 要: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同步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

一体化的现代职业教育新模式。实践证明,在中职教学中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

教学效果,提升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兴趣,促进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许

多的问题,作者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具体分析理实一体化在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及给出一些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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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a
 

new
 

mod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which
 

can
 

simultaneously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raining.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ory
 

practice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fessional
 

courses,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skilled
 

talents.However,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livestock
 

and
 

poul-

try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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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教育部《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国家提

供有力人才和技能的支撑。中职学校也在不断探索

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而理实一体化教学是目前公

认的较为有效的职业教育新模式,该教育模式旨在

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交互进行融为一体。但是,
在实际教学中要将这种教育模式融入职业教育中还

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职业学校不断的探索解决问题

的方法和路径。



1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内涵

1.1 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一体化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学生实践技能为

中心,将理论与实训课程一体化设置;讲授与操作一

体化实施;教室、实验室、实训场地一体化配置;专业

知识、操作技能与职业技能考核一体化训练[1]。在

具体教学过程理论紧扣实践,形成教—学—做—练

的教学环节,深入浅出,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综

合职业能力水平。

1.2 以多样化教学培养实践技能

  理实一体化教学是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

点,适应中职学校学生基础和身心发展的一种教学

模式,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理论课与实训课交叉进

行。在教学过程中“以实训课为主,课堂教学为辅”,
即要加强技能操作训练,又使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

识,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

节,突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1.3 以能力为本位、技能为核心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

能。一方面要求提高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理论教

学水平,教师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并将知

识融于实践教学中以此满足职业教育需求;另一方

面让学生在“学中干、干中学”在学与练中理解理论

知识,边学边练边总结,变被动学习为主动练习,增
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真正掌握了所学技术。

1.4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是以构建主义为理论基

础,尊重和发挥以“学生为主体”的实际教学,要求学

生通过自主探究、小组合作等方式主动建构知识体

系,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2]。而教师作

为教学的引导者和指导者,通过多元化教学去引导、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完成学习目标和

任务,提高课堂实效。

2 理实一体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2.1.1 理论课与实训课比例失衡 以我校为例,目
前学校教学中理论讲授占学时总量的70%以上,实
践操作占比不超过30%,且教师都以传统教学模式

进行课堂教学。尤其是在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教学

中,主要靠动物模型和课件进行教学,很少在实体动

物上进行操作,实训课占比严重不足,导致理论和实

践不能紧密结合,教学效果较差。

2.1.2 理论知识更新落后于专业科技发展 随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畜牧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但据作

者调查,很多中职学校畜禽生产技术专业目前使用

的教材与专业科技发展不相符,主要是课本中理论

知识相对滞后且理论性极强,对于学习基础差的中

职生来说难度较大,不易理解掌握,从而导致学生缺

乏学习专业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1.3 专业技能训练不足且物品缺乏 以我校为

例,某些专业课实训室只有标本模型而没有相应活

体动物来供学生练习。对于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课的

教学来说,只有在活体上多加练习才能真正感受到

本专业的魅力,对专业课产生兴趣,学到技术。但

是,技能训练次数少,物品缺乏,效果不明显是目前

中职学校普遍存在的现象,影响了学生的升学与

就业。

2.2 教学设施设备不完善

2.2.1 实训室设备与教学需求不相符 主要表现

在:一是实验室内部分设备陈旧,损坏严重,不能满

足日常教学需求;二是实验室中常规教学设备较少,
而许多贵重设备在教学过程中使用频率较低,造成

了资源浪费;三是实验室缺乏活体动物,一般教学使

用的是模型,与模型相比活体动物更符合中职学校

的教学。

2.2.2 课堂教学资源不能满足理实一体化教学要

求 存在的常见问题:一是现阶段中职学校专业课

程教材与实际教学需求不匹配,教材内容过于理论

化,缺乏实际案例和详细的实践操作指导,导致学生

在实践中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二是

教学资源更新滞后,在实际教学中教材、设备、软件

等资源更新不及时滞后于行业发展的要求,难以满

足学生实践和创新的要求,制约了理实一体化教学

的发展和质量提升。

2.2.3 实训基地严重不足 实训基地是中职学校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学校培养人才的关键

一环。目前学校实训基地严重不足的问题突出,一
是资金投入不足:鉴于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设和运

转费用较高,有些学校因自身发展因素的限制,加上

没有地方财政的扶持,导致了实训基地建设严重缺

乏。二是校企联合不健全:用人行业、企业没有深度

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与行业、企业发

展的需求严重脱节,学校也没有及时了解行业、企业

对人才的培养需求,学生进企业主要是参观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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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培养出来的学生都

是“半成品”,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2.3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不突出

2.3.1 学生呈现“被动式”学习状态 大多数中职

学生因为文化课基础薄弱、学习能力不足、自控能力

相对较差,中考落榜后进入中职学习。因此,在学习

畜禽生产技术这种专业性较强,理论知识较抽象的

专业课时容易受限,加上教师采用“填鸭式”、“满堂

灌”的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导致学生“被动”接受

知识,达不到预期的课堂教学效果。

2.3.2 学生课程考核标准不全面 以我校学生课

程考核标准为例:学生课程考核主要通过课堂表现、
平时提问、作业上交、期中期末考试成绩等几方面综

合评定,此方法仅对理论知识做出了考核和掌握,而
对专业课的技能操作没有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考

量,尤其是对“动脑能力”差,“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来

说缺乏客观公正。

2.3.3 学生缺乏动手实践的机会 在中职的实际

教学中,大多数专业课教师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忽视了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机会,导致学生难以

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例如:畜禽生产技

术专业要为动物诊断疾病等实操内容较多,靠理论

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是学生掌握扎实的基本诊断技

术才能完成。

2.4 “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

2.4.1 专业课双师型教师严重短缺 以我校为例:
我校共有专业课教师145人,目前只有27人被评定

为“双师型”教师,占比仅为18.6%左右,占比低且

结构不合理,根本无法满足专业课教育教学工作的

岗位需求,也影响了学校各专业的发展前景。

2.4.2 双师型教师培养途径少 首先,大多数教师

都在教学一线工作,缺少去企业或与专业相关的生

产第一线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其次,就我校情况分

析,虽然学校每年都会派专业教师外出进行升造学

习,但与畜禽生产技术专业相关的培训却很少,导致

教师理论水平更新较慢,实践经验不足,动手能力差

等问题。

2.4.3 教师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一是缺少主动

性,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因为各种原因都不愿意

主动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只是单纯的上课是职

业学校普遍的现象。二是缺少成就感,因为中职

学生的特殊性,正处在青春期,很多学生不积极进

取,不听课、玩手机、顶撞老师等,从而导致教师在

工作中有明显的挫败感。三是缺少发展意识,就
我校而言约有55%的教师都存在“要我发展”我才

主动前进,只有35%的教师“我要发展”的意识强

烈,积极主动学习进步,具有自主发展意识的人数

占比较低。

3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对策分析

3.1 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结合

3.1.1 编写理实一体化校本教材 编写理实一体

化教材是实施一体化教学的基础,教材是教师讲课、
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和信息来源。学校应当组织双

师型教师、企业技术骨干、行业专家根据本校实际情

况,依据教育部新的教学大纲,参照新职业标准,把
企业的新技术、新知识、新要求等;把行业专家的经

验、理念编入校本教材,使教材内容更先进、更科学、
浅显易懂具有实用性。

 

3.1.2 课堂教学做到“理中有实、实中有理” 实现

理实一体化教学目标,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以“理
论为基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以“技能操作为目

标”,实现理论讲解、教师演示、学生实际操作一体化

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理论与实

践交替进行,直观与抽象交替出现,理论与实践有机

结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

3.1.3 实训课堂做到“教中学、学中做、做中练” 
理实一体化教学要求教室和实训室在同一场所,达
到边教边练,对畜禽生产技术专业来说,实训课教学

尤为重要,有很多的临床操作技术需要学生掌握,实
训课就是实际操作场所。学校要创造一切条件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让学生对学校收养的流浪

小狗进行清洗、剪毛、消毒、疫苗注射以及练习基本

的诊断和治疗;让学生进行业、企业从事一线实习工

作等途径,从而实现教、学、做、练一体化教学,丰富

实践教学环节,全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专业技

能训练。

3.2 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相结合

3.2.1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融合 专业

课教师应该以提高专业技术能力为切入点,不断提

升自身的教学水平,通过多渠道学习新知识、新技

术,并在课堂上主动引导和激发学生由被动的“学”,
转变为主动的“做”,运用由实践—理论—实践的学

习模式[3],师生共同配合、互动交流、有机融合共同

完成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3.2.2 课堂教学与技能实践有效结合 将技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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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学到今天的

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边学、边做、边练,可以大大提

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兴趣,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体现理

实一体化“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3.2.3 构建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 要在课堂上做

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课后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有

效互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实现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畜禽生产技术

专业课需要老师传授新的理论知识,并且教会学生

基本的实操技术,学生和老师的互动更为重要。

3.3 教室与实训室一体化建设

3.3.1 教室里的“学”与实训室的“练”合二为一 
实训室是职业学校进行教学的重要场地,要把课堂

搬到实训室,实训室建设应该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

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实训室的布局设计,设备的陈列

摆放等要优先考虑学生在实际操作中顺利、安全地

完成。也要考虑教师教授和示范有机融合,既要满

足学生的操作又要方便教师的教学,充分达到预定

的教学效果。

3.3.2 校内“教室”与校外“教室”有效衔接 校内

教室是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场所,而校外教室是学

生练习技能的场所,是真正的实训室。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利用假期时间或课外时间去学

校周边的动物医院、养殖场、兽药店等场所去实习。
比如,可以让学生去养殖场跟随技术人员练习动物

注射疫苗、打针输液等基本技能操作,同时提高自身

综合职业能力,使学生毕业工作后很快就能成为专

业技术骨干。

3.3.3 教学环境和工作环境相融合 以本专业为

例,教室与实训室有效结合最好的办法是将课堂搬

到大型养殖企业去进行现场教学,把工作环境当作

教学场所和实训基地,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教师结合

实际讲解新知识、新技术,对学生进行“手把手”技能

操作的指导,让学生提前感受工作环境,了解今后工

作的性质和方向,全面提升职业综合素质发展。

3.4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3.4.1 增加去企事业单位学习的机会 对于畜禽

生产技术专业课教师来说成为双师型教师的途径:
一是去畜牧兽医工作站再升造,学习各种常见动物

疾病诊断治疗的方法,积极参与如动物品种的改良

等科研项目、主动承担相关任务;另一个途径是去大

型的畜禽养殖场工作,学习先进的畜禽饲养管理、动
物疫病防治等内容,快速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
并且从中选拔优秀教师积极参与相应专业的省级技

能大赛、行业内大赛、职业技能等级鉴定等工作,成
长为学校“双师型”教师标兵。

3.4.2 利用好“青蓝结对”的培养模式 据作者调

查目前中职学校利用传、帮、带的方法快速培养新教

师是常见的有效手段。新教师入职后理论基础扎

实,但是实践操作有限,通过跟随有经验的双师型教

师学习专业实操,一对一、手把手、拜师学技,使年青

教师快速掌握专业技术,逐步成熟并向“双师型”教
师迈进,也是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行之有效的

方法。

3.4.3 建立专业技术人才进校园的长效机制 一

是通过校企联合的途径从企业聘请懂新技术、新知

识的“双新”技术人员进入学校进行指导或协助教师

授课;二是聘请行业内专家、有经验的“能工巧匠”作
为学校的实习指导老师,为本校老师和学生传授实

践经验和操作技能,使教师成长为理论扎实、技术过

硬的“双师型”教师[4]。

4 结 语

  要使理实一体化的教学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充分

结合,要切实贯彻“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

念,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为中心,着重提升学生的

综合实践能力,才能真正使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社

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出高水平、高质量、高技

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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