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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双绞线及其制作”教学单元为例，介绍了以传统实训教学为基础，依托学院智慧教室教学环境和网络教学平

台，设置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开展信息化教学的模式。 通过增加自主开发仿真游戏软件、微课视频、课中学习过程数据采

集、添加课后小组互评等环节，丰富了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率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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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实训教学现状及当前信息化教学应用优势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是一门理论和工程实践联系密切的
课程，该课程的实践环节是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的重点，
也是难点。为提高实践教学效果，我院在课程设置上提高实训
教学课程比例，加大对专业实训场所和实训设备等方面的投
资力度。但近年来随着逐年高职学生的扩招，教学效果受到专
业课程难度、学生质量及师生比等因素影响。现存在以下问
题：（1）课程内容涉及到的计算机、通信类理论知识较多，这部
分概念内容抽象，学生难以理解。（2）该专业学生录取分数线
不高，学生原先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因此学生对理论知
识理解掌握的程度普遍不高。学生在面对作为理论知识的延
伸和实践课程的应用时，常常无法把理论与实践联合起来，存
在单纯按照教师要求完成实训任务，为实训而实训，存在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与原先理论、实践相融合目的教学
目标不吻合。（3）相比于逐年增长的学生数量，实训中实训教
师配备显得不足，实训过程中教师无法兼顾所有学生，部分学
生实训中存在互相抄袭的行为。（4）实训通常以实践成果作为考
核依据，缺乏过程性量化考核环节，考核方式比较单一。（5）教师
与学生沟通途径少，特别是课后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
在网络覆盖的普及化和在社会信息大数据环境下的今

天，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应用教学平台进行
数字资源与应用系统的整合，才能丰富学院的教学资源，改善
以往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特别是年轻
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方式接收能力强，电子信息专业的专任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根据本校实训条件和专业
特点开发相关教学仿真软件、flash动画等，完善自身教学手
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得益于学院网络教
学平台，教师依托平台设置课前任务引导环节、布置课后讨论
交流区，丰富了课程内容，扩展了师生间的沟通交流渠道。实
训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上传过程性材料，教师
借此采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实训操作中
遇到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整理，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共性
问题，为进一步攻克知识难点提供帮助。同时针对实训过程时
间长、每年的实训内容变化不大、重复性教学等问题，教师可
一次性设计好信息化课程设计后便多次使用，从而提高教师
教学效率。

2 “双绞线及其制作”教学单元的信息化教学改革

2.1 信息化教学改革思路
本次教学改革以传统实训教学为基础，依托学院网络教

学平台，结合现代化信息手段和信息资源，以学院新建智慧教
室为实训载体，结合本专业学生实际特点，合理有效地进行信
息化教学改革，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体参与
感，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实施过程中，授课前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布置任务，学生课

外依托手机、电脑等媒介登录网络教学平台，预习教师上传资
料，完成教师布置的预习任务。课上，教师借助智慧教室以及
自主开发的仿真游戏帮助学生巩固预习成果，并设置教学情
境引入授课内容，学生通过课前预习，对新知识的理解事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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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进入实训环节，教师现场示范并讲解实操要点，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听讲学习，智慧教室实况录制教师示范过程并自动
上传网络教学平台，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可通过手机 APP登录
网络教学平台在线观看，结合教师现场辅导，提高实训教学效
果。教师通过网络平台设计实训过程评定和实训后小组总结
评价等环节对学生进行实训过程考核评价和实训结果考核评
价；另外通过开发小组成员之间互评环节，得到学生实训过程
中第一手资料。课后，以微信、网络平台讨论组等媒介，回答学
生实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深师生间交流，及时掌握学生学
习情况，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调整后续教学方法。教学过
程如图 1所示。

图 1 教学过程流程图

2.2 教、学分析
首先分析选定授课教材并对学生的学情进行分析，在教

材选择上，采用“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综合布线系
统工程技术(第 2版)》，同时参考《综合布线技术项目教程(第 3
版)》以及国家标准GB50311-2016《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所选的教材内容切合实际工程应用需要，与工程应用密
切相关，实训案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符合高职学生培
养定位。
学情分析上，本次授课对象是高职楼宇专业二年级学生，

具备数据通信原理知识的相关基础，且学生普遍习惯、喜爱使
用手机或电脑，对学校提供的信息化教学平台上手很快，容易
接受并借助信息平台进行学习、互动，具有接受新事物能力
快、动手意愿强、对实际工作任务感兴趣等特点。
2.3 本课程信息化教学课前学习
教师整理课前知识要点，让学生了解到随着网络通信技

术的发展，传统的标准以太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网络数据

流量速度的需求，已被快速以太网所替代。交换式快速以太网
的主要通信设备是网卡和交换机，传输介质主要采用 5类或
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了解交换式以太网和共享式以太网的
区别，掌握网线的结构与制作标准等知识。以上资料整理成课
前预习文档并制作成微课视频，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要求同
学通过手机APP端登录平台，观看微课视频、学习电子文档并
完成课前评价测验。如图 2、3所示。评价测验软件设定完成时间
限制并将 80分作为及格条件，未达标则评定为课前预习不及
格，以此来要求学生认真预习教师布置任务并完成相应练习。

图 2 学生预习电子文档

图 3 课前评价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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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督促学生预习 DTE与 DCE两种不同设备的连接原
理以及双绞线制作标准等知识，巩固了其预习的内容，教师自
主研发双绞线模拟排列和模拟制作直通线、交叉线应用的游
戏软件。如图 4、图 5，协助学生掌握 TIA/EIA-568A制线标准
和 TIA/EIA-568B制线标准。

图 4 直通线制作游戏图

图 5 交叉线判断游戏图

2.4 课程中的信息化技术应用
授课环节，依托智慧教室实训环境，教师创设情境，通过

模拟普通口对两台交换机进行级联以及交换机与路由器通过
以太网口进行连接的情境，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所预
习知识讨论解决情境中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教师现场让学生回答问题并要求学生阐述理由。随后，
教师讲解本节课理论知识并在课中抽取小组学生开展仿真游
戏，小组其余同学共同观摩指正，教师针对学生仿真结果进行
逐一讲解、点评。通过该阶段仿真游戏的复习，让学生进一步
掌握双绞线的制作规范及应用条件，为下一步实操环节奠定
基础。
在实操示范环节，教师依托智慧教室，边讲解边示范并将

示范操作投影到背后的大屏幕以及教室两侧的屏幕上，以方
便学生观察。教师在示范时讲解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并将实
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一一进行讲解。讲解过程中，录像机

实况录制演示过程并上传网络教学平台，方便学生通过手机
APP登录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实时回看。学生实训过程中，教师
现场指导，也可登录平台回看教师演示过程，该环节极大地提
高了学生掌握技能的实践效果。
实操结束后，教师会要求学生按操作情况填写实训过程

工单及自评表，小组内成员进行组内互评，组长确认后填写实
训后小组总结评价并上传信息化教学平台，作为课后教师分
析学生掌握知识和后续课程内容调整的重要依据。课后，教师
通过平台经验交流区进行课后的提高活动。如图 6、图 7所
示。

图 6 填写互评表并上传

图 7 经验交流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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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TechnicalMeans in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 Taking Twisted Pair and ItsManufacture as anExample

LINXiang-yong ChengWu-duan LuoLe-xia ZhangLin YanXi-qing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350007, Fujian）

【Abstract】 Taking the teaching unit of twisted pair and its manufac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ode of informa-
tion teaching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relying on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wisdom classroom and net-
work teachingplatformof the college, and settingup three linksbefore, duringandafter class.By increasing the independent develop-
ment of simulation game software,micro-class video, in-class learning process data collection, adding after-class groupmutual eval-
uation andother links, the teachingmeans are enriched, the teachingefficiency is improved andgood teach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Keywords】 the teachingunit; practice teaching;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means

2.5 信息化教学改革效果
以下从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三方面对此次信息化教学

改革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在知识掌握上，从原先课本加教师
讲理的传统形式转化为电子文档、微课视频、游戏仿真、侧屏
回放、相互评价、互动交流等形式，极大地激励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提高了学生上课的专注力，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果。
在技能掌握上突破以往一群学生围着教师观看示范时看不
清、听不清进而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敷衍应付的问题，借助智
能教室，学生可以全角度观看教师操作示范或者侧屏上实况
录播，倾听教师讲解和操作要领，在现场操作时也可登录网络
教学平台观看教师讲解示范，实现每一位同学都看得见、听得
清，为学生实操多提供一种学习途径，克服以往实操时学生挤
成一堆还无法看清教师操作的困难，解决了以往众多学生举
手寻求帮助而教师分身无力的困境。在综合素质上，新添加的
小组互评环节，让小组间每位同学对相互操作进行考核评价，
在学生之间形成相互督促，相互促进的良好学习氛围。本节课
的评价结果显示，78%的同学课后测试成绩达到良好以上，在
成果展示上，根据一次性制作成功率、制作工艺等标准，技能
操作水平良好率达到 92%以上，有 76%的同学在操作中综合
素质达到良好以上，教学效果提升显著。

3 信息化教学效果及评价

本次信息化教学，在实训教学中充分有效地融入信息化

资源，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仿真游戏软件，采用智慧教室多屏
显示系统，侧屏录播实时回放等创新教学资源及手段进行辅
助教学，延伸了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教学中采用互动式、理实
一体化结合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将教、学、做融为一体，教师
顺利完成教学目标，良好地解决了教学重难点。同时，将知识
传授形式变得更加生动，更有趣味性，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同时也有助于解决以往实训教学中的难题，极大地提高教
学效率。
该实践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同时以该课题为设计依据的

信息化实训教学设计在 2017年福建省信息化教学大赛上获
得一等奖，并在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上，获得较好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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