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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制度下课程项目模块化改革与实践研究

--以《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教学为例

王利锋 张益维 吴光杰 徐海华 何晶昌

重庆三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重庆万州 404020

【摘 要】 “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是机械类或近机械类的一门专业课程，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更

加重要。课程主要研究数控机床的安装、调试、维护、修理，培养学生具备数控机床维修、

维护相关理论知识与技能。本文将“1+X”证书制度引入到课程教学中，设计了以情境案例

为任务驱动，基于“1+X”证书制度的模块化教学内容；以线上、线下多媒体教学为基础，

虚拟仿真实验为辅助，教师实验示范为指导；学生学习为主体，提高职业技能性和应用实践

能力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将学生培养成为拥有专业学

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本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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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ult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Technology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in mechanical or near
mechanical field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The
course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stallation, debugging,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CNC machine
tools. The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CNC machine tools.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into course teaching and designs modular teaching content driven by situational cases.
Determined to use online and offline multimedia teaching as the foundation,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s assistance, and teacher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s as guidanc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students' learning and enhances their vocational
skill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ie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o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ertificates and
vocational skill levels, providing a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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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

21.22%，而美国为 18.41%，日本为 10.88%，德国

为 5.88%，2010 年（中：19.8%，美：19.4%，德：

6.3%）,2011 年（中：19.9%，美：18%，德：6.4%）

全员劳动生产率（1/7）、增加值率（49.22、48.34、

26.23）、创新能力（美国 100、德国 73.7、中国



教育科研创新 2023 第 1 卷 第 1 期 https://doi.org/10.55571/jykycx.2023092

- 7 -

65.2）、关键技术自给率（95%，90%，50%）、资源

能源消耗（美国的 2.4 倍、德国的 4.2 倍）。中国

制造业规模虽连续居世界第一，但仍“大而不强”，

核心竞争力与美、德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1-2]

。

数控机床作为“工业母机”，其竞争力和创新性是

反映我国制造业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制

造业对数控技术类应用型人才的技能提出了更高

要求，不仅要会操作数控机床更应该能对数控机

床进行维护与维修，切实保证机床的高效运行。

为满足制造业的发展需求，有必要对数控机床“故

障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进行教学探索与改革。

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2019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

部署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即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3-4]

。我校旨在培养应用

型技术人才，开办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应用型大学。

对于培育数控机床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应用型人

才而言，将“1+X”证书制度融入“故障检测与诊

断技术”课程，并对课程内容进行项目模块化划

分，以“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做学合一”的原

则进行教学改革，符合学校发展需要，所培育的

学生不仅拥有专业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还是“会维护、会检测、能维修”的数控技术应

用型人才
[5-6]

。

1. “1+X”证书制度下的课程理念及教学目标

1.1 课程教学理念

目前数控机床“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

的教学改革不少，但改革后的教学方法、课程内

容等与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存在脱节的问题
[7]
。主要

存在教学模式与理念传统单一、教学内容与职业

岗位技能要求存在脱节、实训实验中硬件设施使

用率低等具体问题
[8]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在教学方法上进行

改革，采用任务驱动方式，通过任务分解，将故

障诊断及维护落实到具体知识点和能力点上。从

机床整体及机、电、液、气等方面体现机床诊断

与维护的思路、方法和手段。在课程内容设计上，

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精选了七个模

块作为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与 1+X 证

书制度的密切关联，具有较强职业针对性。

课程内容确定后，还要设定正确而有效的课

程教学理念，确定的教学理念：基于“1+X”证书

制度设计教学内容，以情境案例为任务驱动；以

线上（微课+学习通）、线下多媒体教学为基础，

虚拟仿真实验为辅助，教师实验示范为指导；学

生学习为主体，提高职业技能性和应用实践能力。

1.2 课程教学目标

学习“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的同学，

已经修过了“机床电气控制与 PLC”、“数控机床编

程与操作”，进行了“冷加工实训”、“热加工实训”

实践课，具有一定的专业学习基础和实习实践经

验，但是本课程涉及到机电液气等方面的知识，

同学们的知识面有待进一步拓宽、同时解决问题

的能力须进一步加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机床故

障诊断和维修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掌握机床的安

装、拆卸、装配、修理相关知识和检修技术；掌

握数控机床参数设置、系统功能及操作知识；具

备一定的检测、维修与维护能力。具备良好的职

业能力、社会能力及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为从

事机械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养成自主学

习的习惯和正确的职业态度。

明确教学目标后，便可确定如图 1 所示的“故

障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的重点难点。诊断、排

除机床故障的过程和方法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机床出现故障时，可以根据故障现象进行现场询

问检查，了解分析报警号内容和故障产生的过程

是重点和难点之一；按诊断原则、借助维修资料

分析可能的故障原因是重点和难点之二；通过直

观诊断、手工诊断或系统诊断排除故障是重点和

难点之三；使机床恢复正常工作并进行故障机理

分析是重点和难点之四。

图 1 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2. 教学改革措施----建立“1+X”证书制度融合

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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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课程教学理念，达成设定的教学目标，

使学生可以较好的接收学习重点和难点，培养会

操作、能维护、会检测、能维修的数控技术应用

型人才，适应国家智能制造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有必要将“1+X”证书制度融入“故障检测与诊断

技术”课程，并对课程的教师队伍、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研究与改革。

2.1 理论课程教法设计与理念改革——基于情境

案例的模块化的教法设计

教法设计上精选与七个知识模块相对应的 8

个情景案例作为每次新课的导入内容（如图 2 所

示），从而避免了理论课程过于枯燥乏味的缺点，

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一起思考讨论引起机床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如何

对故障进行排除？同时确定理论课教学理念是：

引入情境案例，划分知识模块，项目目标主导，

任务驱动，自主学习与合作探讨相结合。

理论课具体实施过程可以为：用 5 分钟时间

导入本节课的情境案例，引出项目学习目标，然

后让学生带着案例问题和学习目标自主学习 10 分

钟，这种由案例任务驱动和项目目标为学习目的

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

效提高学习效率，然后让学生们分组合作探讨 9

分钟，之后对每组学生代表进行达标测验，最后

教师进行 15 分钟的总结讲解并布置作业。

图 2 理论课程教法设计与理念

2.2 实验课程教法设计与理念改革——引入“1+X”

证书制度相关职业技能

实验课教法理念如图 3 所示，将“1+X”证书

制度相关职业技能融入到课程实验，通过仿真与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授课，同时授课教师队伍均

为双师双能型教师，实现了课程内容职业化、授

课方式多样化、教师队伍双能化，从而保证了实

验教学的技能性、实用性、实践性、前瞻性。实

验课教法设计上，是以学生为中心、虚拟仿真与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前会让学生在线上预习，

观看线上视频熟悉操作步骤，然后在数控机床仿

真软件上进行虚拟仿真练习，实验课程由老师进

行操作示范，最后学生操作练习并由老师完成课

程总评。

图 3 实验课程教法理念

实验课具体实施过程为：学生课前已进行了

虚拟仿真与线上线下混合学习，完成了课前自主

探讨，实验课前 20 分钟由老师示范关键技术，演

示操作要领、强调注意事项，然后给学生 40 分钟

进行实践操作，期间老师巡视指导，针对出现的

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学生操作中或操作后有 15

分钟的探讨时间，讨论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分析

实验结论，最后 15 分钟老师对学生操作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分析讲解，总结课程重点，并留下课后

拓展知识与任务。整个教学过程有课前的评价、

课程中的操作实训评价及课后的评价，实现了全

过程评价，并且可以在授课中穿插一些合适的课

程思政内容。

3. 课程改革中的特色与创新点

3.1 教学模式的创新

教学模式的创新在于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

灵活应用，利用多媒体教室进行理论知识的讲授，

线上课程进行实践知识的学习，虚拟仿真软件进

行虚拟实践的练习，在实验室进行实践实操的练

习，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做到理实一体，有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3.2 教学内容的创新

教学改革后教学内容的创新之处，根据 1+X

证书职业技能要求，突出职业技能性，避免内容

的宽泛性；针对 Fanuc 等新设备，突出内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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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和前瞻性，避免内容的陈旧性；侧重真实维

修案例，突出内容的实用性，避免内容的形式性；

突出内容的实践性，避免内容的纯理论性。

4. 总结

本文在“1+X”证书制度下对“故障检测与诊

断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师资队伍进行探索和改革研究，将取得以下有益

教学效果。

通过虚拟仿真软件使课程内容真实鲜活，让

学生直观地理解和掌握课程的相关知识，开展时

间灵活的线上教学和内容丰富线下教学，提高了

授课效果。

结合“1+X”证书制度将职业技能考核点融入

课程中，做到书证融通，有效提高学生的应用动

手能力。基于知识模块设置相应情境案例，情境

案例作为任务驱动，引入课程内容，明确教学目

标，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学习兴趣，有

较好学习效果。采用模块、项目和任务的结构形

式，遵循“模块引领、项目主导、任务驱动、做

学合一”的原则划分课程内容，使知识点更加清

晰、学习目标更明确，提高了讲、学效果。

通过以上改革措施，降低教学成本，提高教

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学生培养成为不仅拥有专业学历证书和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还是“会维护、会检测、能维修”

的数控技术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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