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8卷

“IP网络技术与设备”课程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

了解和掌握各种网络设备和组网的实际操作能力 [1]，

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网络技术原理及知识，能够协助

进行中小企业网络基本配置操作和设备维护，为学习

更高阶网络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分成多个知识单

元，不同知识单元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每个知识单

元都会设计相关实验任务让学生动手练习。

在本课程之前的教学中主要采用单元任务驱动

教学法 [2]，将课程的不同知识单元作为一个单独的任

务，根据知识单元进行设计、规划和教学。课程结束

后，在与学生访谈过程中，发现学生存在如下疑问：我

为什么要上这门课程？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实验？学习

这门课程后我能做什么？这些疑问体现了学生对与课

程相关的岗位不够理解。

为提升学生对课程所对应工作岗位的认识，进行

了两种教学法的对比实验研究，一种是单元任务驱动

教学法，一种是贯穿项目教学法[3]，并将两种教学法应

用于“IP网络技术与设备”课程中。在本次研究前，预

制了如下假设：1）通过贯穿项目教学法教学后的学生

在工作岗位认知方面优于接受单元任务驱动教学法

教学后的学生。2）通过贯穿项目教学法教学后的学生

在知识掌握程度方面优于接受单元任务驱动教学法

教学后的学生。

1 工作岗位认知和两种教学法介绍
工作岗位的认知主要包括学生对岗位相关技能

要求，岗位职责，以及岗位价值的理解和认识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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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学生在校期间，可通过岗位实习和专业课程学

习等获得对岗位的初步认识 [4]，从而为快速适应实际

工作岗位做准备。

贯穿项目教学法是项目教学法的一种，项目教学

法是师生以团队的形式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

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学生自己收集资料，方案论证，

方案设计，项目实施，质量评价，风险监控，把控项目

的每个过程环节，同时，全程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

实施，最终教师给出学生项目完成情况的评价。项目

教学法的特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

主体”[5]，具体表现为目标明确，在短时间内得到好的

教学效果，容易控制，特别是能够让学生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项目教学法是师生共同完成，共同取得进步

的教学方法。

从项目教学法本身来看，在实际项目教学过程

中，因课程性质及要求、专业类别、人才培养模式等不

同，项目实施范围也不相同 [6-8]，根据项目教学法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范围，可归纳为 6种教学模式：单个

课程单个单元作为一个项目；单个课程多个单元作为

一个项目；单个课程作为一个项目；几个课程联合作

为一个项目；单个专业作为一个项目；几个专业联合

作为一个项目。作为一个课程来讲，课程按项目实施

主要采用前 3种项目教学模式。在本研究中提到的贯

穿项目教学法是第 3种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的辅导下，紧紧

围绕一个具体任务，在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主动

应用各种学习资料，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学习，完成

既定的学习任务。任务驱动教学法最根本的特点就是

“以任务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9]的教

学模式。

2 贯穿项目教学法提升高职学生岗位认知

度的实验研究

2.1 研究参与者

本次研究参与者为 G高职院校移动互联应用技

术专业大二两个班的学生，共 97人，参与“IP网络技

术与设备”课程学习。实验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一个

班作为实验组，采用贯穿式项目教学法，另一个班作

为控制组，采用单元任务驱动教学法。课前两个班学

生所学课程一致，在同样的多媒体课室、计算机网络

机房上课，实验采用相同的专用模拟器和实验设备，

符合实验对比条件。

2.2 研究设计

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选取相同课程，通过对比实验的方式进行教学研究。

在研究设计中，为了能够评价两种教学方法在本课程

中所取得的效果，研究中对两个组分别进行了前测、

课后测试、后测及期末考试几个环节，并采用相关平

台发放和收集问卷。

前测的主要目的是事先了解学生对课程的了解

程度，分别从课程工作岗位了解，学好本门课程的信

心，以及对课程是否感兴趣三个维度进行测试，以期

对比两个组在岗位认知度、学习信心和学习兴趣上是

否存在显著差异。课后测试是在每次课程学习完成

后，针对上一节或前几次的课程学习情况，对学生在

知识掌握程度方面进行测试，一般设计 3-5个问题进

行考察。后测中,主要从学生是否已经初步了解本门

课程所涉及的工作岗位，是否有意愿从事该课程所涉

及的工作岗位两个方面进行测试。最后进行期末考试

测试，以传统试卷考试形式，利用不同题型考察学生

的知识掌握能力和水平。

2.3 实验设计

1）课程设计：本课程共有 64课时，实验组和控制

组的课程课时安排如表 1所示。

2）贯穿项目设计

表 1 课程课时安排表

序号 课时 实验组课程安排 实验组教学方式 控制组课程安排 控制组教学方式 评测方式 

1 4 
课程说明，下发课程项

目要求 
讲授，师生互动 课程说明，课程岗位说明 讲授，师生互动 前测 

2 56 按子项目实施 项目化教学 按单元任务实施 任务驱动教学 课后测试 

3 4 复习和期末考试 理论试题 同实验组 同实验组 后测+期末考试 

 
项目设计主要针对实验组，设计的原则是根据课

程与实际岗位的对应关系，设计一个贯穿于整个课程

的项目，该项目涵盖课程所有的知识单元。本课程拟

设计的项目为：以一个 IT公司的网络搭建为例进行

网络设计和网络配置。假设该公司在不同城市设立多

个分部，要求各个分部都能够通过一定的安全访问手

段访问总部授权的内容及信息。根据项目的要求，将

项目分成三个子项目：分部和总部局域网部分；总部

和分部之间互联网部分；局域网和互联网涉及到的基

础知识部分。各知识单元与项目中各部分的对应关系

如表 2所示。

贯穿项目教学法提升高职学生岗位认知度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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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知识单元与项目各部分的对应关系表

3）单元教学设计

在单元课程教学中，两个组采用的教学方式不

同，但涵盖的知识单元内容一致。在实验组中，以项目

为依托，根据项目划分的子项目进行教学，在首节课

中，教师按项目管理机制给出项目要求，做好人员分

工，项目分解，安排各任务完成的时间点，在接下来每

节课的学习中，监督学生项目完成情况，给予适当的

指导，学生在完成项目的同时，进行课程理论的学习。

而在控制组中直接按知识点进行单元教学，在各知识

单元教学中，每节课教师都对各知识单元进行讲解和

示范，并给学生制定单元任务，学生按照教师给出的

任务要求完成各知识单元的学习和训练。

不管实验组还是控制组，都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各

个单元的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独立思考，单独完成

任务。同时在单元教学结束后，实时发放单元知识问

卷，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2.4 研究工具

1）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主要在前测、各个知识单

元的课后测试、后测中使用。问卷调查利用相关数据

平台，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答题，自动进

行数据收集。

前测问卷从岗位认知程度，课程感兴趣程度，以

及对课程是否有信心三个维度进行测试，大多数题目

采用 4点量表，部分题目采用主观题型，要求学生描

述具体从事的岗位，或所掌握的与本课程相关知识

等。在取值方面，4点量表题目根据肯定程度分别赋

值为 4、3、2、1分，主观题型根据回答的准确性及掌握

知识内容的多少分别赋值为 4、3、2、1分。

课后测试中，每次测试 3-5题，以选择题为主，每

正确 1题得 1分，最后统计所有测试分数，将合计分

值作为学生的得分。

后测问卷主要从了解学生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

学习后对岗位的认知度，以及是否愿意继续从事与课

程相关岗位两个维度进行设计，题目采用 4点量表和

主观题型结合，取值方法与前测问卷相同。

2）试卷测验：采用百分制纸质试卷进行期末考

试，基本覆盖了大部分知识单元的概念和原理。

2.5 研究说明

本研究所收集的资料，只作为课程学习及研究之

用，在写作中不公开可辨识出研究参与者个人资料的

信息，如果涉及到对有关个人资料的引用，均经过相

关个人同意。

2.6 实验结果及分析

1）问卷收集及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在各个阶

段收集到的数据统计如表 3所示。使用的分析方法为

独立样本 T校验，采用 95%的置信区间。

表 3 各阶段收集到的数据统计表

2）岗位认知度前测数据分析：分析前测两组调查

问卷，获得学生岗位认知度、学习兴趣和学生信心三

个维度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应的显著度。分析结果参

见表 4，可以看到调查的三个维度，在均值上，实验组

的岗位认知度、学习兴趣和学生信心都略高于控制

组,在 p值上，都大于 0.05，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

的岗位认知度、学习兴趣及学生信心方面没有显著性

差异。

表 4 课程前测数据分析表

3）各知识单元课后知识掌握度数据分析：将课后

测试问卷进行汇总，得到课后测试总分值，经数据分

析后得到学生对各知识单元掌握程度的分析结果，参

见表 5。可以看到，p值小于 0.05，说明实验组和控制

组学生在各知识单元实时掌握情况方面具有显著性

差异，实验组高于控制组。可以说采用贯穿项目教学

法进行教学后的学生在知识的实时掌握方面明显好

序号 项目分解项 知识单元 

1 基础知识部分 
网络设备参考模型，VRP、以太

网、IP、TCP、公网和私网 

2 
分部和总部局域

网部分 

静态路由，RIP，OSPF，ARP，

VLAN，三层 VLAN 

3 
分部和总部互联

网部分 

默认路由，DHCP，ACL，NAT，

IPSec，Firewalls 

 

数据种类 数据维度 
应收 

问卷 

有效 

问卷 

有效 

占比 

是否 

有效 

前测问卷 
岗位认知度/

兴趣/信心 
97份 94份 96.9% 有效 

课后测试 知识掌握度 1746份 1624份 93% 有效 

后测问卷 
岗位认知度/

岗位意愿 
97份 91份 93.8% 有效 

期末试卷 认知掌握度 97份 97份 100% 有效 

 

对比项 组别 样本
数量 

均值 标准 
差 

t df p* 

岗位 

认知度 

实验组 46 10.24 3.597 
0.356 92.000 0.723 

控制组 48 9.98 3.492 

学习 

兴趣 

实验组 46 6.09 2.020 
0.209 92.000 0.835 

控制组 48 6.00 2.021 

学生 

信心 

实验组 46 11.04 2.820 
0.344 92.000 0.731 

控制组 48 10.83 3.083 

合计 
实验组 46 27.37 4.905 

0.526 92.000 0.600 
控制组 48 26.81 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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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用单元任务教学法进行教学后的学生。
表 5 课后测试数据汇总分析表

4）岗位认知度后测数据分析：对后测两组数据进

行分析,获得学生在岗位认知度，以及是否愿意从事

与课程相关岗位方面的分析结果，参见表 6。可以看

到，在均值方面，实验组的岗位认知度高于控制组，而

是否愿意从事课程相关岗位方面，控制组高于实验

组。而在显著性差异方面，在岗位认知度上，p值小于

0.05，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具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

明显高于控制组。但在是否愿意从事课程相关岗位方

面，p值大于 0.05，两组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说，采

用贯穿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后的学生更容易理解课

程所涉及的岗位，但在从事课程相关岗位的意愿上与

采用单元任务教学后的学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可以说在岗位认知度方面，贯穿项目教学法更有效。
表 6 课程后测数据分析表

5）期末考试成绩分析：期末考试，没有出现缺席

和违纪现象，对两组数据的分析结果参见表 7。可以

看到，在均值方面，控制组的成绩高于实验组。在显著

性差异方面，p值大于 0.05，说明控制组和实验组在

期末考试成绩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表明在概念原

理类知识方面，贯穿项目教学法与单元任务教学法之

间并没有明显差异。
表 7 期末考试成绩数据分析表

3 总结
通过对两种教学法的实验研究，对比数据分析结

果，参照所提出的假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采用贯穿

项目教学法实施教学在学生岗位认知度方面优于单

元任务驱动教学法，假设 1成立，可以理解为采用贯

穿项目教学法因以实际岗位为核心进行项目设计，学

生更能理解与课程相关工作岗位，但也看到，对是否

愿意继续从事课程相关岗位方面，并不存在差异，可

以说理解相关岗位和是否愿意从事相关岗位之间没

有关联；在知识掌握度方面，对实时单元知识的掌握

上，采用贯穿项目教学法实施教学在学生岗位认知度

方面优于单元任务驱动教学法，而在整体理论知识掌

握方面，二者没有明显差异，假设 2不成立。

综上所述，如果从学生对课程相关岗位的理解出

发，可以采用贯穿项目教学法，这也与高职院校培养

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任

务相一致。教学是强调教与学的统一，应从不同的角

度出发，根据高职院校教学的针对性，合理选择合适

的教学法，达到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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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样本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t df p* 

实验组 49 36.31 10.355 
2.345 95.000 0.021 

控制组 48 30.96 12.055 

 

对比项 组别 样本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t df p* 

岗位 

认知度 

实验组 47 16.34 2.487 
2.547 89 0.013 

控制组 44 14.86 3.032 

愿意从事

课程岗位 

实验组 47 15.96 2.349 
-0.924 89 0.358 

控制组 44 16.43 2.546 

 

组别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t df p* 

实验组 49 71.37 10.519 
-0.973 95.000 0.333 

控制组 48 73.58 1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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