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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urriculum building concept of systematized work

process. Taking the digital job card course of H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urriculum building with systematized work process, put forward a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 from specialty to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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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课程的成功

经验，提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念，为职业

院校实施课程改革与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和行动

范式。本研究以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系列研

究成果为基础，以H职业技术学院（H学校）推行的

数字化工卡课程建设为例进行经验性总结，为我

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与建设提供参考。

1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研究现状
1.1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理念的提出

2006年，姜大源基于对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建

设模式研究，提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念，

指出“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的实质，在于课程的内

容和结构追求的不是学科架构的系统化，而是工

作过程的系统化”[1]。该理念一经提出，引发了职业

教育领域“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模式的再思

考，国内关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的研究也

持续展开。2017年，姜大源教授综合国内学者关于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重新

定义了工作过程，并强调了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实

质，就是将工作过程作为应用知识的结构[2]。2022
年，姜大源再一次提出，工作过程系统化是对职业

世界里的工作过程进行基于教育学的处理和加

工，使之成为学习型的工作过程[3]。
可见，关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的研究，国

内职业教育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课程教学与

职业工作的适应性，即如何开发出与职业需求、工

作要求相适应的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

理念，致力于改变学科体系的课程架构模式，尝试

基于工作过程来系统化构建课程内容，实现面向

应用的知识结构重组和序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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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现状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念为越来越多的

职业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课程建设实践持续开展，

已经有较多的专业、课程开展了系统化设计与建

设实践，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尽管

如此，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念自 2006年提

出，相关理论研究持续到 2017年仍在不断完善；关

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实践，自 2009年逐渐

展开，持续至今仍在不断推进；同时，由于职业院

校的行业背景和职业特性差异，其课程设计依据

的工作过程也不尽相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

设需要各高职院校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2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思考
推进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需要加深对

工作过程系统化建设理念的理解，处理好几个相

关概念的关系。

2.1 工作过程与课程的关系

工作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4]，因此，课程可

以理解为教师教学的工作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学

生学习的工作过程。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理

念将学生个体发展划分为求学阶段和工作阶段，

求学阶段依托于课程，服务于工作阶段；工作阶段

依托于工作过程，工作干得怎么样，以求学阶段的

课程学习质量为基础。因此，就职业教育而言，课

程与工作过程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又有着阶段或

领域等人为区分的区别。

为了体现工作过程与课程的联系，实现从工

作过程到课程的转换，工作过程系统化建设理念

提出领域概念。领域就是要素的集合，工作领域是

工作过程分析的结果，是职业岗位上典型工作任

务的集合；行动领域是将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教学

化处理后的典型教学任务的集合，教学化处理就

是对典型工作任务基于知识、技能共性进行归纳

整合，是初始化的教学项目；学习领域是对行动领

域优化后的结果，是教学项目的集合，教学项目是

实现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是组建课程的基础。领

域概念的提出，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的过

程，转变成了从工作领域到行动领域再到学习领

域的集合运算，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提供

了模型参考。

2.2 教学情境与工作情境的关系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理念引入情境理

论，对教学情境与工作情境进行了比较，同时也提

出了学习情境、职业情境等诸多概念。情境理论[5]

将教学情境定义为：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作用、社会关系、活动类型、设施等要素组成的环

境，而且，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工作

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念中，将教学情境、学习情

境作为课程组建的基本单元，强调教学情境与工

作情境的联系，并从情境构成要素层面，将教学情

境与工作情境进行比较，为课程构建、课程实施的

工作过程系统化提供设计思路。已有的研究成果

证明，就职业教育而言，强调教学情境与工作情境

的联系，能有效解决课程构建的工作过程系统化

问题。以情境理论为基础，开展课程的工作过程系

统化设计，可以基于职业情境或工作情境创设学

习情境或教学情境，学习情境是课程系统化构建

的基本要素，是课程载体。

2.3 课程与课程体系的关系

前述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

程建设研究成果中，对课程有着不同的界定，一些

成果讨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从

专业层面整体设计多门课程；还有大量成果讨论

某一门具体课程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设计，是从课

程层面设计多个教学项目。可见，课程是一个宽泛

的定义，可以分层界定。从学校层面，可以考虑所

有专业所有课程的系统化构建；从专业层面，可以

考虑专业领域课程体系的系统化构建；课程层面，

可以考虑单一课程的教学项目的系统化构建。在

工作过程系统化建设理念的理论研究中，提到了

行业、工作岗位、工作任务等具有层级关系的工作

过程领域的概念，强调专业与行业、课程与工作岗

位、教学项目与工作任务等的关系，说明课程的分

层定义、分层构建需要依据工作过程。

3 基于数字化工卡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建设实践
综上所述，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就是基

于工作过程设计教学过程。H学校以“工学六合”人

才培养模式为顶层设计，紧密对接航空维修企业，

按照航空维修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工种划分、岗位

设置和流程设计，进行了专业体系、课程体系的系

统化重构，同时引入航空维修企业实际应用的数

字化工卡为载体，系统性构建起了数字化工卡课

程，实现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重构和课程

构建。

3.1“工学六合”奠定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建设思

路

“工学结合”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主要方向，一些学校开展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H学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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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行“工学六合”人才培养模式，即：专业定位与

产业需求相结合、课程体系与职业能力相结合、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结合、教学情境与工作情境

相结合、顶岗实习与学生就业相结合、学校考核与

社会评价相结合。以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

念审视“工学六合”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H学校

为工作领域或职业领域列举了六个关键要素，即

产业需求、职业能力、职业标准、工作情境、就业形

势和社会评价，从学习领域或教学领域列举了六

个关键要素，即专业定位、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

学情境、顶岗实习、学校考核，“工学结合”就是六

个关键要素的深度融合。“工学六合”人才培养模

式的提出，从宏观上确立了学校专业、课程及办学

条件建设的基本思路，建立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

程建设的基本框架。

3.2 依托产业链系统化构建专业群

H学校依托航空产业开展航空类职业教育，依

托产业链系统化构建专业群。第一，适应航空产业

维修、制造、运营的产业链布局规律，建立航空维

修、航空制造、航空运营三大工作领域；第二，找出

各工作领域的核心、典型工作任务，系统化构建飞

行器维修技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飞行器数字化

制造技术、空中乘务等四大核心专业；第三，拓展

各工作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按照“专业基础相

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

原则，系统化组建新专业，构建专业群。目前，H学

校已建成 22个航空类专业，全部紧密对接航空产

业链，图 1为学校依托航空产业链系统化构建专业

群的基本情况。

图1 依托航空产业链系统化构建专业群基本情况图

3.3 依托专业群系统化构建课程体系

专业对接产业，是产业典型工作任务分析的

结果。H学校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的基

本架构如图2所示。

图2 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基本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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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维修产业的典型工作任务以具体装备为

载体，例如飞机、飞行器、发动机等，且装备载体具

有复杂性、系统性，从装备的角度可拆解为多个部

附件，从载体的角度可细分为多个工作任务。所

以，专业名称多以装备名称命名，一个载体可系统

化为一个专业。在系统化构建专业群的基础上，H
学校采用“平台+模组”的模式，系统化构建专业群

课程体系，形成了“公共课程组+专业群平台课程

组+专业课程组+专业化方向课程组+选修课程组”

的专业群课程架构。其中，专业课程组为专业群共

有课程或核心课程，对应岗位群共性工作过程，专

业化方向课程组为专业特色课程或专业定向课

程，对应典型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过程。

3.4 依托工卡系统化构建课程

工卡就是航空维修工作中实际使用的工作任

务单[6]，H学校引入工卡，可系统化构建起专业课程

或专业实训课程。第一，工卡是真实的工作过程和

工作情境，一张工卡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任

务；第二，工卡是系统化设计出来的文件，工卡的

内容源于飞行器维修手册，工卡的结构遵循工作

程序。依托工卡，系统化构建课程的过程可作如下

概括。第一，课程的内容可以基于工卡构建，例如，

某型飞机的修理，装备在出厂时，制造商提供了维

修手册，维修工厂根据维修手册编制了工卡，学校

引进成套的工卡，结合学校的实际教学条件，进行

工卡的选编，便可确定课程内容；第二，课程的结

构设计可以依据工卡实现，同样以某型飞机的维

修为例，维修工厂在编制工卡时，会依据装备的结

构进行系统性分解和组织，根据部附件的名称、故

障的类型等编写工卡，每张工卡对应不同的部附

件，工卡与工卡之间，有装备的系统性结构关系，

同时，每张工卡自身的内容是工步化呈现的；第

三，可以参考有实物载体的工卡编写没有实物载

体的工卡，例如空乘专业群的课程，是虚拟化的工

作情境，则可以参考维修工卡结构和内容的组织

形式，创造空乘服务典型工作任务工卡，从而完成

课程创建。依托工卡构建的课程体系，体现了从专

业到课程再到课程内容的系统化分解，也实现了

从工作到课程再到专业的系统化重构，航空类专

业群系统化课程构建如图3所示。

图3 航空类专业群系统化课程构建的示意图

3.5 以数字化工卡系统化实施课程

随着航空维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现代计算

机网络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等被应

用到航空维修领域，工卡在航空维修生产中的应

用是数字化的，这也为学校系统化实施工卡课程

教学提供了思路。学校借鉴企业数字化维修情境，

构建数字化工卡教学情境，以数字化工卡系统化

实施课程。第一，建立了数字化工卡教学平台，实

现了“线上学习、线下实训”的教学创新；第二，充

实了数字化教学资源，保持了教学情境与维修情

境的资源互补；第三，工卡数据结构化，将生产过

程管理理念融入教学过程管理，实现了基于数据

分析的过程管理。

4 结语

测试客户端多次使用同一个 IP地址登录的时候，

会不会自动停止对该 IP地址的服务；通过模拟测

试云服务器收到攻击时能否发现攻击并进行安全

防护。经测试，系统拥有高安全性等级，符合安全

性要求。

6 结语
通过设计和开发基于云计算的高校学籍管理

系统，不但明确了学籍管理工作中的管理原则、管

理办法，而且简化了学籍管理工作流程，降低了工

作的复杂度，减少了各种差错，改善办公环境和条

件，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籍管理的办公效率。本

系统将云计算与学籍管理进行结合，实现了信息

化、网络化、高效化的管理模式，推进了数字化校

园建设，提升了学校管理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在未来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中，智能化将成为一

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云计算和数据

挖掘等技术，分析庞杂的数据资料，抽取潜在有价

值的信息，并为用户提供决策支持，是本系统后续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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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理念的提出，为职

业教育推进“工学结合”的课程建设指出了方向。

经过国内学者十余年的研究，职业教育基于工作

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初步成

形，但关于“工作过程”和“系统化”的讨论还在持

续，教育工作者仍在探寻工作过程与教学过程完

美结合的系统化纽带。以“工学六合”人才培养模

式为引领，以数字化工卡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为落

脚点，系统性构建起了专业群及专业群课程体系

的做法，有效实现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从宏观

到微观的系统性设计，对职业院校开展工作过程

系统化课程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关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结构的理论基础[J].职

教通讯，2006(1):7-9.

[2]姜大源.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结构逻辑[J].教育与职业，

2017(13):5-12.

[3]姜大源.关于职业教育的几点哲学反思[J].教育与职业，

2022(2):5-12.

[4]叶闽林.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安装

与调试》课程开发[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2.

[5]张少华，楚华穰.情境理论教学法初探[J].江苏高教，1991

(5):42-45.

[6]谢智慧.基于数字化工卡的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J].长沙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4):52-55.

测试客户端多次使用同一个 IP地址登录的时候，

会不会自动停止对该 IP地址的服务；通过模拟测

试云服务器收到攻击时能否发现攻击并进行安全

防护。经测试，系统拥有高安全性等级，符合安全

性要求。

6 结语
通过设计和开发基于云计算的高校学籍管理

系统，不但明确了学籍管理工作中的管理原则、管

理办法，而且简化了学籍管理工作流程，降低了工

作的复杂度，减少了各种差错，改善办公环境和条

件，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籍管理的办公效率。本

系统将云计算与学籍管理进行结合，实现了信息

化、网络化、高效化的管理模式，推进了数字化校

园建设，提升了学校管理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在未来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中，智能化将成为一

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云计算和数据

挖掘等技术，分析庞杂的数据资料，抽取潜在有价

值的信息，并为用户提供决策支持，是本系统后续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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