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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是关于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专著，书中包括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专
业建设、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教学体系、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
设、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管理等内容。《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
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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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理论教学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为例（图6.7）。“电
气安装”实训室模块课主要对学生进行各种实际照明电路和电器机床控制电路的布线方法、安装工艺
维修技巧和控制布线图等方面进行培训，其中涉及电机、机床电器和故障诊断方面的内容，但是电机
、各种电器只是作为被连接对象让学生获得感性接触，并不涉及原理方面的内容。此实训课程对于“
电机与拖动技术”、“机床电器和工厂供电”以及“故障诊断技术”专业课的学习进行了前期铺垫和
准备，第3学期的下厂企业实习对学生了解工业现场，并获得电气控制经验也起到了相关铺垫和扩展
作用。“机械手编程技术”实训模块课程涉及到机械手的电气控制、可编程控制、机械手电气控制系
统的故障诊断以及电机驱动技术，该课程同“电机与拖动技术”、“故障诊断技术”和“可编程控制
技术”相互平行、交叉融合，既让学生获得相关的知识，也使学生熟悉了不同环境下相关技术的具体
应用。“机电一体化”实训模块要在真实的机电一体化生产线上实现，学生将“可编程控制技术”、
“故障诊断技术”、“机床电器与工厂供电”、“过程监控与仪表”、“电机与拖动技术”等专业课
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应用，使学生全面掌握现代控制系统的综合技术能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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