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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效吸纳了

很多社会闲散人员，并且教会他们在社会进行生存的必要本

领，有效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并且促进了社会就业水平的

提高，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水平的提升。中等职业技术教

育具有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说，选拔入学的学生知识功底比

较薄弱，知识面不够宽广，同时理论知识有欠缺，但他们的

动手能力比较强，敢于进行社会实践，这又是他们不同于普

通大学学生的特点。因此，如何进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基

于学生的特点取长补短，教导学生学会直接能拿来应用的本

领，是一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课题。

近年来，兴起了一种微任务驱动的教学法，并且在很

多教学领域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效果，如何将它引入中等职业

技术教育中，还很少有人探讨和研究。

2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概述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任务为牵引，

就是把教学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任务中，把任务布置给

学生，指导学生通过自学完成任务，老师对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讲评，同时对于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指导和讲

解，最终促进学生掌握授课知识 [1]。这种教学法的特点，可

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2.1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是把具体的知

识分解成一个个的任务，鼓励学生去解决任务，在解决任务

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知识，就像打游戏升级一样，学生比较

有成就感，因此学生会主动地去学习，并且会想尽办法去自

己解决任务，这样学生就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任务中，从

而在解决任务的过程中学到知识。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尤其适

用于比较难和比较枯燥的学科教学中，当老师面对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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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课束手无策时，可以尝试采用这种教学方法。

2.2  微任务教学法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将具体的知识点分解之后以做任务

的形式向学生展示，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或者做实验将

这些任务解决，这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想要解

决这些问题，完成好任务，必须要自己动手去查找资料，在

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就会掌握这些知识点，从而学到知识，

这样的过程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这样一来，学生的

自学能力就会得到提高，以后再遇到类似任务的时候，就知

道怎么去解决，无形中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必须要按照

教学大纲规定的具体知识点进行任务的设计和场景的规划，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任务中涉及的知识点符合教学大纲的规

定和要求，才能确保教学活动可控且在正规的轨道上。因

此，这就要求授课老师提出的每一个任务，必须符合教学大

纲的要求，原则上是为了完成本学科的教学目标设计的，而

不能有多余的任务或者不符合规定的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

对老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考验，要求老师必须熟知教学大纲

的要求，并且需要具备将教学大纲进行分解的能力，这样才

能确保设计的任务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学生才能够有的

放矢地进行学习，这样一学期下来才能够确保教学计划的完

成。同时，教师在组织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实施教学任务的过

程中，还需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关注学生情感的变

化和价值观层次的培养，确保学生始终以愉悦的身心投入到

任务解决的过程中，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3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在 CAD 实验教学中的

应用措施
中等职业技术教学任务中，CAD实验教学直接面对工

程应用实际，具有一定的难度，同时更多地强调上机实习，

需要学生通过反复实践和练习才能学到知识，提高能力 [2]。

因此，在CAD实验教学任务中，可以引入微任务驱动教学法，

通过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促进教学任务的落实，从而提升学生

的学习能力。

3.1  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

微任务驱动教学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课堂的抽象的

知识点设计成一个个形象可观的任务，引导学生去解决这些

任务，在解决任务的过程中提升能力。在采用微任务驱动教

学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掌握学生的需求，这样才

能有的放矢地进行任务分解，才能确保分解的任务能够调动

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够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CAD实验

教学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筑专业的一本基础必修课，决定

了学生将来工作的基础，只有具备了最基本的 CAD制图能

力，才能够胜任建筑工程的要求，因此，学生在进行 CAD

实验教学的学习过程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掌握制图能力和

结合工程实际的绘图技巧，教师在进行任务分解时，一定要

把握好这一点。

3.2  做好微任务驱动教学过程中的任务设计和分解

在利用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需

要结合具体的知识点，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行教学任务的

设计和分解。在设计和分解过程中，需要注意面和点的结合，

具体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总任务进行引领，向学生讲明白到底

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任务学到什么知识，可以先向学生展

示一些实物或者成熟的作品，让学生提前进行思考，预想自

己想要达到的学习效果；还可以将具体的教学任务分解成一

个个具体的点，让学生围绕这些点开展工作，这样能够有效

促进教学任务的完成，同时学生之间也可以锻炼协作和沟通

能力，这些对他们将来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4  结语
总之，如何利用先进和新颖的教学法，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和效果，是每一名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中等职业技术

教育有自己的特点，更是需要采用先进的教学法开展教学实

践活动，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就适应了这一新的要求，因此，

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获得比较广泛的应用。笔者基于这种

认识，探索了微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CAD

实验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并分析了这些应用方法的可行

性，希望能够为类似课程的教学实践者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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