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成果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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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点新成果

本项目通过创新高职混合式教学的研究视角，将深度学习与SPOC

混合式教学相结合，有效促进了深度学习与混合式教学的融合，丰富

了深度学习和高职教育的理论研究。为此，进行了高职教育教学实证

研究，对混合式教学进行考察分析，并结合深度学习理论，研究并验

证了促进深度学习的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并进行实证研究，

通过将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验证了构建的教学设计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为了深化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以学生为中心，促进以高阶学

习目标的深度学习，结合高职教学特点，研究构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过程，并在实际教学中应用，有效促进了

学生的深度学习。通过本研究，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提升学习

效果，选取 AB两个平行班进行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动态收集教学数

据，记录学生学习过程表现情况，定性定量分析基于深度学习的 SPOC

混合式教学实践效果，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实践支持。在

此基础上，设计了基于深度学习的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突破

了传统教学方式，实现了个性化、自主性学习目标，促进了学生的深

度学习。同时，设计了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实践项目，强调实践应

用和深度加工知识，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制定了基于

深度学习的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策略，设定了多元化学习内容和任

务，建立了个性化学习支持和指导机制，提高了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

了实际能力。这些措施有助于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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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理论价值

本项目在分析深度学习及 SPOC 混合式教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界定相关概念，阐明理论基础。针对高职院校课堂教学的困境，以深

度学习理论为基础，结合 SPOC 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和特点，确定基于

深度学习的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原则，通过高职《可编程控制技术》

课程从宏观和微观开展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以高职教

育教学目标实践性的特点，关注学生所学知识情景迁移能力的提升和

批判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团队协作、有效沟通、学会学习等认知

以外的学科核心素养的完善。将 SPOC 混合式教学与深度学习有效结

合，以提升混合式教学效果和促进深度学习为目标，从线上线下教学

时空拓展混合、知识技能教学手段交替混合、知识结构教学体系有机

混合等方面探索研究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运用定性与定量结

合的方法评估学生的深度学习效果，有效的提升了高职 SPOC 混合式

教学成效。

1.本课题富有创新性地将深度学习理论引入高职 SPOC 混合式教

学中，拓展加深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的理论，丰富深度学习研究内

涵和应用场景，有助于学校、教师对 SPOC 深度学习形成深层次理解，

并在教学组织实施上提供依据和参考。

2.本课题是 SPOC 相关研究中鲜有的实证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理

论构建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过程，并将采集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分析验证构建教学设计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制定教学策略，有助于提

升完善 SPOC 相关的理论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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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课题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高职 SPOC 混合式教学设计的研究

与应用成果，可以实际应用于高职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对于 SPOC

教学的建设设计运营团队，也可以从中获取教学设计和改进优化的灵

感，让 SPOC 课程相关功能更加高效、实用。

3. 成果推广应用

3.1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本课题教学实施应用范围主要是校内 21级化工自动化技术专业，

但相关经验方法推广面向校内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高等职业学校学生，项目受益面比较广

泛，特别是对于自动化类专业学生，可针对性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动

手能力，其中学生参加 2023 甘肃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

目取得一等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甘肃省选拔

赛电气装置赛项取得一等奖。同时项目的良好的开展和推广可为院校

开展相应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使电气类专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

量得以切实提高。近三年就业率超 95%，自主创业率 7%左右，20%左

右学生就读本科，教学满意度均超 94%，用人单位满意度均超 96%。

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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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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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师资队伍结构优化，教学成果丰硕

校内教师在企业参与指导生产实践，实践能力得到提升；企业师

傅广泛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制定，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双师型专

业教师比例达到 90%，提高了 10%；兼教师每学期承担的专业课学时

比例达到 31%，提高了 11%。建成甘肃省电工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

教科研项目 8 项；出版教材 2 本；发表论文 11 篇；获得授权专利 3

项；建设精品课在线课程 1门；建设“课程思政”微课 1 门。具体见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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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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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外学校企业推广效果显著

2023 年 5 月，世行甘肃职教项目完工总结专家团深入兰州石化

职业技术大学考察项目各项任务完成情况，了解学校在教学改革与创

新、学校管理、校企合作以及硬件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效。项目

组《可编程控制技术》教学团队代表我校参加在兰州新区职教园区甘

肃省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举行的世行贷款甘肃省职教项目完工验

收积极教学法展演示范课活动。世行检查组专家对项目组仇亚红老师

的课堂进行了一致好评。世行专家组职教专家王文槿女士在点评时提

到《可编程控制技术》教学目标明确，且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课程

内容以职业分析为基础，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训练结合起来，打破

了僵化的学科课程体系；重视学习者个别化学习，以学习者的学习活

动为中心，注重“学”而非注重“教”；反馈及时，评价客观，为标

准参照评价，值得推广学习。具体见图 1.3

图 1.4 推广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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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外运用及成果实践研究与推广阶段，该项目成果显示出显著

的效果和高度的操作性，具备优秀的推广潜力和示范作用。在中山职

业技术学院 23级机电一体化专业班级中，该成果得到了积极应用，

并获得了良好的教学反馈。同时，这一成果在省内外 16 家公司企业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推动了企业会议培训等方面的改革，线上线

下招商、招聘、培训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项目组成员还

积极参与校企合作论坛，拓展了合作领域。在“西门子第三届工程师

论坛”上，与来自学校企业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课程改革交流，分享

了项目研究成果，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誉。本项目成果的积极推广

不仅提升了该成果的影响力，也为未来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具体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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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推广应用 2

-14-



3. 企业成果推广应用详情

企业成果推广应用详情

序号 企业调研单位 成果应用推广证明

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2023.05.1

2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 2023.05.1

3 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供电段 2023.08.20

4 株洲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3.11.10

5 国网武威供电公司 2023.05.1

6 国网定西供电公司 2023.05.12

7 中共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党校 2023.03.10

8 广州西门子公司 2024.03.2

9 白银荣峰化工有限公司 2023.02.15

10 白银市腾艺电梯有限公司 2023.02.15

11 永登县福惠源餐饮 2023.10.10

12 金鑫宇公寓宾馆 2023.10.10

13 甘肃铭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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