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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诊改基础

（一）课程基本情况
《焊接方法与设备》

定位：专业核心课

学时：84

学分：4.5

课程类型：理论+实践课

教材：“十二五”规划

教学内容：

焊条电弧焊

埋弧焊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其他焊接方法

3

2013年7月

该课程依托的校内焊接实训室建

成，为课内实训提供了焊接设备

2014年10月

该课程依托区域内制造业（陕汽、

中联重科等）进行了相应改革，完

善了校外实训

2016年12月-至今

该课程被认定为院级教改课程

2012年9月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成立，

首次招生，该课程被认定为专业核

心课程

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基地



一 、诊改基础

（二）课程团队

教师团队现有教师4名，焊接技能大师1人，专任教师3人。年龄结构、职称

结构、双师素质教师结构如下：

年龄结构 职称结构 双师结构

75%

25%

30-45岁 45岁以上

50%
25%

25%

讲师 技能大师 副教授

100%



二 、诊断设计

改进 制定改进措施，提升建设成效

创新 创新工作和思维方法，解决存在问题

学习 深入学习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激励 针对诊改情况，设置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诊断 总结建设成效，查找存在问题并分析原因

实施 推进课程建设，开展课程教学

组织 夯实责任分工

设计 细化建设任务

标准 课程标准等

目标 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采取有效措施，
改进实施方案。 改进

分析数据，发
现问题。 预警

围绕监测点，
实时监测数据。 监测

《焊接方法与设备》课程质量

监控与数据分析平台

持续提升
课程教学

质量
“8字形” 联动
质量改进螺旋



学院《2016-2020
年事业发展规划》

系部《2016-2020
年建设规划》

《焊接方法与设备》

目标确定
根据学院《2016-2020年专业建设规划》提出的课程布局、建设目标，针对产

业现状、人才需求，结合岗位能力要求、毕业生就业、用人企业满意度等调研核

心点开展现场专业调研， 针对铁路类焊接专业的特殊之处，依托区域制造业（陕

汽、中联重科、西北电建一公司等）、叱培洲大师工作室和校内焊接实训室的各

种熔化焊接设备，系统的完善并丰富教改过程，建成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专业《2016-2020
年建设规划》

教改课程
考核方式

理实一体化

二 、诊断设计



诊断要素 2018年度目标与任务

1.课程目标
课程建设目标：教改课程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教学目标

2.课程基础

完成课程标准制定或修订

课程标准契合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授课计划

授课计划契合课程标准

根据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要求选用教材

教案（含教学设计）齐全

制订课内实训任务书和指导书

教案（含教学设计）符合学院教学工作规范

教案（含教学设计）契合授课计划

授课教师满足教学需要

优化教师职称结构

课程建设4个要素、

26项目标任务

二 、诊断设计



3.理实一体化

增加等离子弧焊，激光焊，电阻焊等先进焊接设备

增加陈列焊接构件的陈列室

建立理实一体化教室

增加钢轨焊接等实训内容

4.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类型：项目化教学改革

项目化教学改革：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模式

项目化教学改革：应用班级数占达到授课班级数的100%

考核方式改革：过程性考核4次

二 、诊断设计



二 、诊断设计

课程团队

教学活动

课程负责人、主讲教师、
助理教师。学院正式员工，
具有较高的信息化素养，结
构合理，人员稳定。

课程教学设计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体
现现代教育思想；注重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做
一体化。

课程内容

坚持立德树人、反映最新成

果、内容更新及时。

测验、作业、考试、答疑、
讨论等多种教学活动，及时
开展在线指导与测评，教学
活动有效、师生互动充分。

应用效果与影响

焊接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
相结合，教学方法先进，
教学质量高。

课程有效运行

符合学院各项教学标准、

制度。

课程建设标准：



二 、诊断设计

✓ 《教师日常教学行为规范》

✓ 《关于全面使用移动教学助手的通知》

✓ 《日常教学管理规范》

✓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任课资格管理办法》

✓ 《课程标准制定的原则意见》

✓ 《中共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

✓ 《考试管理办法》

✓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 ……

课程运行标准：



二 、诊断设计

课程规划 资源建设 教学组织课程设计 实训条件建设 课程考核 教学反馈

①课程建设规划

②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③课程质量保证实施方案

④课程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①课程标准

②学习手册

③授课计划

④课程考核方案

⑤项目引导文

⑥任务单

①教材

②教辅材料

③微课、微视频

④案例

⑤flash

⑥课程网站使用率

①手工电弧焊工位数量

②埋弧焊设备数量

③二氧化碳焊设备数量

④气焊气割设备数量

⑤焊后缺陷检验设备

⑥焊前清理装置

①学生出勤率

②教师出勤率

③授课与计划的一致性

④教学资料完整性

① 学生成绩达标率

②考核内容难度系数

⑦学生对授课满意度

⑧实训条件使用率

⑨教学内容完成情况

⑤学生作业完成率

⑥学生任务参与情况

③课程成绩分析

③项目考核参与度

①课堂满意度调查表

③授课教师反馈表

②学生任务实施情况反馈表

④学生调查反馈意见

建设方案设计：



课程教学设计：

依据焊工
职业岗位
标准

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

以职业素质

和能力培养

为目标

以生产项目为

载体、融入先

进焊接技术

项目

理论教学任务

知识点1

知识点n

……

7个

8个

53个

构建“基于焊接实践过程”的课程内容体系
6个焊接操作任务

二 、诊断设计



课程考核评价设计：
课程总评

平时成绩
（20%）

过程性考核成绩
（80%）

考勤
（5%）

课堂表现
（5%）

作业成绩
（10%）

云课堂
（5%）

书面作业
（5%）

四次考核
（40%）

SMAW
（20%）

CO2

（20%）

二 、诊断设计



三、实施改进

（一）课程团队与分工

课
程
负
责
人

叱
培
洲
焊
接
大
师

专职教师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职责

1 田晓明 副教授
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审定课程建设规
划、监督诊改推进

2 叱培洲 高级技师 学院焊接技能大师，优化完善焊接操作考核

3 李娜 讲师
优化学习任务、完善授课计划、完善课程建
设规划、制订课程改进举措

4 王雪怡 讲师
优化课程项目任务设计、实施课程教学、完
善课程管理制度



三、实施改进

（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建设

06

气焊和气割

02

埋弧焊

04
熔化极惰性
气体保护焊

05
非熔化极气
体保护焊

03
熔化极活性
气体保护焊

01
手工电弧焊

其他焊接方法

07

辅助板块

焊前准备（清
理油污，打磨
表面氧化皮）

焊接参数的选
择及控制

焊中每道焊缝
的清渣，测温

焊后缺陷检验

试题库
……

基本板块



三、实施改进

（三）课程教学改革：校内外实训

综合评价

理论教学 校内实训
⚫ 课堂设计
⚫ 资源开发
⚫ 资源推送
⚫ 设备准备
⚫ 活动设计
⚫ 任务下达

⚫ 任务单下达
⚫ 焊接方法选择
⚫ 焊前准备工作
⚫ 焊中参数选择
⚫ 焊后缺陷检测
⚫ 整体考核
⚫ 焊接成果展示

⚫ 理实一体实施
⚫ 理论教学
⚫ 焊接实操
⚫ 教学评价

校内实训（焊接实训室） 校外实训



三、实施改进

（四）课程教学改革三个环节

综合评价

理论教学 校内实训
⚫ 课堂设计
⚫ 资源开发
⚫ 资源推送
⚫ 设备准备
⚫ 活动设计
⚫ 任务下达

⚫ 任务单下达
⚫ 焊接方法选择
⚫ 焊前准备工作
⚫ 焊中参数选择
⚫ 焊后缺陷检测
⚫ 整体考核
⚫ 焊接成果展示

⚫ 理实一体实施
⚫ 理论教学
⚫ 焊接实操
⚫ 教学评价



三、实施改进

监测 预警 改进

根据课程建设目标任务和标准，从焊接理论和焊接实践两个

方面，确定20个质量监测点。
监测内容

1.每两周召开课程团队会议，检查阶段任务，监测课程理实一体化

教学模式进展；

2.利用云课堂数据实时监测理论教学，利用焊接实训室利用率检测

课内实训情况；

3.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监测教学开展情况；

监测形式

4.开展课程满意度测评，监测理论和实践教学效果。

（五）诊改-质量螺旋改进中的小环



三、实施改进

监测 预警 改进

质量监测点 二级预警值 一级预警值

学期授课教师最少人数

按建设目标完成

进度预警

每个学期1人（单班招生）

授课教师满足教学需要 每周授课课时不超过6

理论课程资源总数 不低于60个

焊接课内实训项目数 不少于10项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签到 不少于40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 不少于60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 不少于24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测评 12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平均值 85%

正方教务管理系统授课教师评教平均得分 80

总评成绩最低分 60

…… …… …… …… …… ……

课程监测点主要包

括五个方面，20个

监测点

（五）诊改-质量螺旋改进中的小环



三、实施改进

监测 预警 改进

88% 85%

60%

96% 95%
86%

70%
80%

65%

0%

20%

40%

60%

80%

100%

120%

学生课内签到率 理论教学满意度 焊接操作实训满意度

2016年

2017年

预警值

（五）诊改-质量螺旋改进中的小环



三、实施改进

监测 预警 改进

57

82

50

75

90

65
60

80

4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总评成绩最低分 课堂教学满意度平均值 卷面成绩最低分

2016年

2017年

预警值

（五）诊改-质量螺旋改进中的小环



三、实施改进

监测 预警 改进

依托课堂教学APP实时采集理

论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课堂

教学学生参与度、测验成绩等

关键监测点的数据。

依托焊接实训室、叱培洲大师工作室

以及校外实训基地，让学生进行充足

的焊接实际操作训练。

对于教师可控、可短期解决的问题，

教师个人或在系部协助下，在本诊改

周期内完成改进。

改
进

（五）诊改-质量螺旋改进中的小环



A：理实一体化教学 B：创新过程性考核方式

依托大师工作室和校内焊接实训室，

叱培洲老师亲自指导学生的实践操作

结合学院铁路背景，将铁轨焊接纳

入到考核内容中，有利于学生就业

1. 考试方式单一：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创新考试方式改革。

焊接方法与设备

三、实施改进

（六）创新-改进



2. 焊接技能操作难度大：依托叱培洲大师工作室和焊接实训室，叱大师指导学生焊接实践操作。

三、实施改进

（六）创新-改进



3. 学生学习参与率低，利用职教云课堂，实施监督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课后

课前 课中
⚫ 课堂设计
⚫ 资源开发
⚫ 资源推送
⚫ 设备准备
⚫ 活动设计
⚫ 任务下达

⚫ 任务分析
⚫ 微课学习
⚫ 重难点强化
⚫ 组织实施
⚫ 课堂研讨
⚫ 成果提交
⚫ 随堂测试

⚫ 在线作业
⚫ 效果分析

⚫ 案例巩固
⚫ 教学评价

三、实施改进

（六）创新-改进



四、诊改成效
1. 初步实施了理实一体化教学，将各种焊接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升了教学效果。



四、诊改成效

2. 通过课程内容及考核方式改革，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成绩均有所提高



四、诊改成效

2. 通过课程内容及考核方式改革，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成绩均有所提高

88% 85%

70%

96% 95%
86%

0%

20%

40%

60%

80%

100%

120%

学生课内签到率 理论教学满意度 焊接操作实训满意度

2016年

2017年



四、诊改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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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课程内容及考核方式改革，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成绩均有所提高



四、诊改成效

3. 依托该课程内容之一钨极氩弧焊方法，在2018年第九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

组）铝焊技术赛项中斩获佳绩。



五、分析不足

17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2017年未完成任务

1 考核方式完善

2 理实一体化教学

3 实践教学



五、分析不足

1

2

3

4

过程性考核涵盖焊接方法
理论环节和焊接实际操作
环节，学生考核未达到
100%覆盖

课程体系与其对应的考
核方式还不够详尽，有
待改进

个别学生课堂理论教
学不熟悉，导致焊接
操作环节不能适应

理 实 一 体 化 实 施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完
善提高

2018年共20个年度目标任务，已完成16个，完成率为80%，根据本课程在实行教改、执行理实一体化教

学模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足之处如下：



加强课程团队建设，将该门课程建成学院教改课程。3

考核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多样化，充分检测学生对该

门课程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掌握情况。2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1

六、下轮措施



汇报完毕，

敬请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