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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专业课程标准修订＊

——

以 电 气运行与 控 制 专业
“

传感器技术及应 用
”

课程为 例

徐春妹

【摘要 】 核 心 素养 是 知识 、 能 力 及情感三 维 目 标 的高度 融合 ，

已 成 为修订专业课程标准 的重 要依据 。

专业课程承担着职 业 院校学 生 核心 素养发展 的培养责任 ， 基于核心 素养开发专业课程标准 ， 改变 以 往
“

重

知识 、轻能 力 、 忽视情感
”

的教育偏 失 ，
在

“

传感器技术及应 用
”

课程标准修订 中适 时引 入
“

核心 素养
”

体系 ，

跨界整合设计专业核心课程 ， 形成符合 中 职 学生 全面发展 、 适应 中 高职衔接的专业课 程标准 ，
实 现课程标

准修订 的科学 性 、发展 性 、 可行性 。

【
关键词 】 职 业教育 ； 核心 素 养 ；

专业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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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徐春妹 ，
江苏 省连云港 中 等 专业 学校 （ 江苏连云港 ，

２２２０００
） 教师 ， 高 级讲 师 ，

主要研 究

方 向 为 职业 教育课 程 改革 ：

教育部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全面提高人虑 中职生的核心素养 ， 新课标修订首先摆正 了专业

才培养质量 的若干意见 》 （ 以下 简称 《意见 》 ） 中提课程与核心素养之间 的关系 ， 遵循了
“

学生核心素

出
，
要完善教学标准 体系 ， 积极开 发与国 际先进标养一专业课程核心素养

一

内容标准
”

的修订思路 ，

准对接的专业课程标准 。 近年来 ， 江苏省不断搭建使专业课程核心素养成为连接学生核心素养与专

人才
“

立交桥
”

，扩大 中高职衔接试点范 围 ， 随之而业课程标准的桥梁 。 例如传感器专业核心素养中

来的专业与 课程体 系建设已 成为后续工作的实际包括根据工程需求合理选用传感器 、
会查阅传感器

问题 。 江苏 省教科院依据当前国 际课程标准开发手册 、能对检测 问题提 出多 种解决方案等 。 其中

新趋势 ，
结合本区域实际岗位的需求 ， 联合行业企

“

查 阅 资料 、合理选用 、分析问题 、提 出多种解决方

业 、课程专家 、 中 高职学校教师共同 着手研制基于案
”

都是学生通过信息 收集 、加工 、 分析 、发现有效

核心素养 、
中高职衔接 的专业课程标准 。 笔者参与解决方案的能力与发展素养 ，

可见传感器课程其实

了 中 等职业教育加工制造类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可以 发展 中职生的所有核心素养 。 根据
“

传感器技

“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
”

课程标准的修订 ，
此次修订有术及应用

”

课程的育人价值 ，
提炼 出与传感器课程

助于在核心 素养 的引 领下 以课程标准为抓手推动密切相关的
“

知识 、能力 、实践 、发展 、安全 、职业
”

六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创新 ，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大专业课程核心素养 。

本任务 。将学生的核心素养转化为专业课程核心素养

―

、标 准遵循
“

学生核心素养
一

专业课程核心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步转换 ，
即专业课程核心素养转

素养
一

内容标准
”

的修订思路化为 内容标准 。 上述的
“

查阅 资料 、
合理选用 、分析

专业课程是 中职生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载体 ， 问题 、提 出多种解决方案
”

问题在新课标中设计了

因此核心素养是研制专业课程标准的关键 因素 。 相应的 内容标准 ，
例如制作热敏电阻温度计项 目 中

原课标中传感器课程只局限于学科领域 ，并没有考要求会利用传感器手册查 阅热 电阻 、热敏电阻的技

＊本 文为 中 国 职教学会 ２０ １ ５年度立项课题
“

企业 实践促进职业 院校双师型教师 队伍专业教学水平提升的研

究 与 实践
”

（课题批准号 ：
０２－ ２２７ ）及江 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２０ １ ４年度立项课题

“

职业 院校专 业教师企业实 践案例

及 实践成果转化研究
”

（课题批准号 ： Ｂ ／２０ １ ４／０６ ／０７５
）
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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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素养

． — ．

三 、课程的跨界整合设计

＊＊
？１＆面对

“

工业 ４ ． ０

” “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 “

互联 网＋
”

等

—— —— 卜术

〒
特点＇

＿＿ 

１

环境的变革 ，
核心素养 已不仅是个体知识 、能力 、

根据工程需求选用 合情感的综合体现 ，更要能 应对未来职场与生存环

ｌｌｌＳＳｉ？＿要求与挑战 。 为了 与＿进
，
满足课程 内容

ｆ

六大核

１


的先进性 、发展性 ，新课标结合教育环境的变化 ，

能对传感器检测 问题ｚｙ＼县有挪 萡操作 由气

ｓｉ
种，！１

＾
丫＼ 设备 的职冗习惯和位对接 ， 紧紧 围绕核心素养跨界整合设计专业课

贿＃ 及通功安全 ＇ 环保意识—



１程 ，
如图 ２所不 。

具有业
＂

ｉｍｍｍｍ  ： ｉｍ

Ｌ￣ ：—１树人的要求 ，
精选先进的传感器典型应用案例为

图 １ 融合专业课程核心素养的
“

传感器技术及应 用
”

课程 目标 教学项 目 ，
将专业对接电气设备安装 、

运行 、维护

术参数 ， 能按电路要求合理选用传感器 ，针对热敏等工作 岗位要求 ， 传感器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 （ 维

电阻温度计电路功能要求能提 

出三种以上解决方案等
，
这些内 ｍ

务分

巧

￣￣

ｔ

—

Ｉ

企业职

ｆ
位

『
丨

容标准设计都蕴含了 传感器课

程核心素养解决
“

查阅资料 、合学 学 角 角工工 角 角

理删 、分析问题 、提出 多种解３３

色

２跨界 Ｙ
』

Ｉ！２
色 色

环 过 学 教 动
（ 敕人 ｊ 域 环 过 工 师

决方案 问题的内涵 。境 程 生 师境 程 人 傅

二 、深 度融合 ， 重置课程 目——— ／Ｔ
＾

＼ｒ
￣￣

｜

标互賴 ＋／ 学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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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ｆ口口ｒｈ 女多媒体技术 麵
习标＼ 示范工业 ４ ．０

１果 隹修 １Ｔ过 手王 中 ， 在网络技术 领 模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原知识 、能 力 和情感三维 目 标实训仿真技术
一＾域块

—

实验 、 实训操作

的基础 上深度融合
“

知识 、 能
丨

１

１ １

－ｈ＾ＣＷｉ＾？￡±１＾． １ １ ／－

５－《传感器技术及应用 》 课程内容
力 、头践 、发展 、女全 、职业 八

！项 目任务ｉ ＾ ｜

大专业课程核心素养 （见图 １ ） ，认识常 用传感器
^

修订后 的课程标准更注重
“

以初识传感器与 检测技术
４

学生 为中心 ’ 矢出 学生的核心项 片 」电动机过载保护控制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素养和通能力 。１ ０

新课程标准指 出 ，

“

传感器 －

辟挪 ｉｆｉ娜她成■试


仕屮Ｂ ｒ
－

ｍ ， ，
、

甲 讲 曰 拉 治工业电了
＇

秤的安装与调试


扠不及Ｍ用 昧ｆｅ疋刀 Ｉ４ 乔力传感器的伸用压电式玻璃破碎报聱装置的安装与调试


学生 良好的 职业素养 、 安全规Ｊ５Ｉ Ｈ ０光电控制 ｆｔ动门的安装与调试


范操作 电 气设健职业意识 ，
位置检测传感器的個

臟
１ ０

根 据工 程实 际需要 选 用 、 装项 Ｈ五压力表的安装与选型


调 检修传咸器 的职业能 力压 力枪测传感器的他用两线制压力变送器的应用


么
匕

－太 丨

、

皿 ？ 二六模拟式位移传感器位移检测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目匕查阅传感器手册 、用多种方数字式位移传感器位移检测系统的安装与调试１２

案 解决 电 气控制 系统 中存在超声波倒车防撞报臀装置的安装与调试


的觉 ＥＳ
１

「５
１
撕 的能 ＋ １雜通许项 Ｈ七可燃气体报普系统的安装与 调试



的 头际 的 目匕力 。 新 果标环培量检测传感器的＃用 湿度检测报膂系统的安装与 调试


的六大素 养并非独立存在 的
，＊项 ＨＡｆｔ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安装与 调试



也不仅仅是停 留 在专业课程Ｉ传感器的综合伸用智能 电梯控制系统的 安装与 调试

图 ２
＂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
”

课程 内容跨界整合

６２ 知 龙名 ？

职业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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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电 工四级 ）对接 ， 突出 电 气控制 系统 中传感器的及应用
”

课程标准的评价 建议以强化育人为 目标
，

选用 、安装 、调试 、维护及故障检修等职业技能 ， 高以 课程 目标 、
内容及学业质量要求为依据 ， 要全面

度融合设备规范操作 、严谨求 实 、追求质量等职业考虑学生 的核心素养 ， 对接职业标准 ，
及时引 人行

精神的培养 ，兼顾中高职课程衔接 。业 、企业评价 ， 利用互联 网 ＋教育环境的智能 化优

新课标在发展 中职生 的核心素养过程 中凸 显势
，
客观 、真实地评价学生的学习 过程 ， 充分体现了

了

“

情感 、
态 度

、
价值观

”

对知识 、能力 的反作用 ， 变评价的多元化 、智能化 。

原有的学科知识为系列化 、理实一体的项 目课程 ，结束语

以典型 、 系列的工作项 目 为载体 ， 将传感器的结构 、
核心素养是制订专业课程标准的灵魂 ， 亦是中

特性 、原理等融人项 目学习 ，跨界整合
“

中职生
”

（ 学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关键 ，专业课程标准的

生与工人合
一

、教师与师傅合
一

） 、

“

学习 内 容
”

（课修订将使专业课程真正服务于中职生成长 ，
全面提

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 、

“

学习情境
”

（ 校企对接 、
升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 疆

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对接 、学习过程与生产过程对【参考文献 】

接 ）
，
虚 （互联网 ＋

、 实训仿真技术 ）实 （实验 、实训操［ １ ］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教 育部 ． 中 等 职业 学校专 业

作 ）结合 ，实现核心素养与人 、 内容 、情境 、媒体等有教 学标准 （ 试行 ） 加 工 制造类 ［
Ｓ

］
．高 等 教育 出版社 ，

效互动 。２０ １ ４ ．

四 、通过多元智能化评价设计落实核心素养［ ２ ］ 邵 朝友 ， 周 文 叶 ， 崔允 潮 ？基于 核心 素养 的课

科学 、有效
、具体 、可操作 的评价体系才能有助程标准 研制 国 际 经 验 与 启 示 ［ Ｊ］？ 全球 教 育 展 望 ，

于 中职生学习 目标的达成及学习效果的提高 ，
教师２０ １ ５ （ ８ ）

：
 １ ４－２ ２ ．

通过评价结果还可及时地调整 、制订以生为本的专［ ３ ］谢 欧 ， 陈 时 见 ． 加拿 大安 大 略省 小 学 社会课

业课程教学计划 ， 这样才能优化评价的功 能 ， 发挥程 标准 （ ２０ １ ３ 修订版 ）述评 ［ Ｊ ］
？ 比较教 育研 究 ，

２０ １ ５

评价的绩效 。（ ５ ）
：
９ ８－ １ ０３ ．

新课标中
“

制作可燃气体报警电路
”

任 务评价［
４

］ 雍 照 章 ， 曹荣 军 ？云 学 习 环境对职 业 教育 项

建议如表 １ 所示 。 可以看出 ， 修订后 的
“

传感器技术目 课程标准 的 影 响 ［ Ｊ］
．职 教论坛 ，

２０ １ ５（ １ ８ ） ：

２ ３

－

２６ ．

表 １
“

制作可燃气体报警电路
”

任务评价建议表

Ｉ 自 Ｉ 互 Ｉ 师 丨 得
核心素养 评价 内 容评价标准分值扣分细 则评 评 评 分

结构特性 １
． 掌握气敏传感 器 的 结构 、特性及工作原理 ；

不 能 了 解结 构特性－

５ 分

知识素养
工作原理 ２ ．能理解可燃气体报警 电路的 工作原理



２ ． 不 能叙述工作原理－

５ 分


在线测试 １ ． 《制作 可燃 气体报警 电路》任务在线测试。

—

１ ０ １ ． 系统智能评价得分


能根据 电路功能需求选用 合适的 传感 器
； １ ．选 用传感 器 不正确－

１ ０ 分

能力素 养 ２ ．会查 阅传感器 手册及资料 ；１０２． 不 会查 阅资料－

５ 分



３ ．有效利 用 网络 、
信息化教学资源 等


３ ．使 用信息化 资源 情况酌情扣 分


器件识 别 １
．能正确识别 各个实验 器材 ， 会检测 气敏传感 器 ；

１
． 实验器材识 别错误－

１ ０分

电路连接 ２ ．能按工艺要求独立完成电路连接 ，并合理布局 ；

Ｕ

２ ．连接不正确 －

２０分


实践素养 Ｉ
．

正确使 用仪 器仪表测试及故 障检查 ；１ 不 能正确使用仪器检查－ １ ０分

２ ．数据记录和分析正确 ；２０２ ．调试 不正确 －

１ ０ 分



＃＃＃
３ ．调试结果符合 电路的工作原理 ；



３ ．不 能较好记录和分析数据－

１ ０分


由 ａ Ｉ ＃
系统优化 １ ．解决 电 气控制 系统 实 际 问题 ；１ ． 不 能优化 系统 酌情减 分

灰展常 ”

方案创新 ２ ．能针对电路实 际 问题提 出举
一反三的解决方案

Ｕ

２ ．不 能创新提 出 解决方案酌情减 分


１ ．违 反操作规程＿

５ 分

士 八各其 规范操作 １
． 遵守 实验室纪律 ，

服从指 导老 师安排 ， 安全规
ｍ

２ ．损坏仪 器 －

１ ０ 分
女 王 京界

安全 用 电 范操作
，
无人为 损坏仪器

Ｕ

３ ． 不 遵 守安全 用 电 规则 学 习 任务



不 计成绩


自 主行动 １ ． 自 主探究 学 习 的 能力 ；ｍ
１ ． 未参与

－

１ ０ 分

． 沟 通互动 ２ ． 小组计 划 、 团 队协作 、合作探究


２ ．缺乏团 队合作意识 酌情减 分


职业Ｈ管理意识 （整理 、 整顿 、清扫 、 清洁 、素养等 ）

一一

丨 ． 不 能服务管理＿

！ 〇 分



｜

界 、北常乔
｜

２ ． 质量 意识 、环保意识 ： ｜
１ Ｕ

 ｜

２ ． 不 具有质量 、环保意识酌情减分

系 统智能统计总成绩＝ 自我评价 ２ ０％ ＋小组评价 ２０％＋教师评价 ６ ０％


（ 备注 ： 引入行业 、 企业专 家评价 ）
总分 ：



知 龙成嶒 ？职业教育
．

０ ５／
２ ０ １ ６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