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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也不断提高，所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十分必要。焊接专业人才是机

械工程、建筑工程等众多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重点需要的人才类型，因此，优化焊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质量十分必要。

论文主要针对如何实现焊接专业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进行分析探讨仅供参考。

Abstrac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is constantly accelerating, and the market demand standard for talents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Welding professionals are the key types of talents need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mode of welding professional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welding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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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发展阶段，焊接专业人才属于中国发展重点的人

才类型，在其培养过程中，注重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也需

要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对于学生的

能力要求重点集中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对于实践学习较为忽

略，所以导致的会计专业人才过分关注理论，忽略实践水平

的问题，难以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因此，为有效提

高焊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焊接专业人才毕业之后，能够

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实现焊接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

一体化教学十分必要。一体化教学成为改善焊接专业人才质

量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焊接专业人才培养，促进行业更好

发展等众多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2 一体化教学在焊接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
重要性

焊接专业人才是当前发展阶段市场重点的人才需求类

型，对于机械制造业、车辆工程行业，桥梁工程、建筑工程、

电力、石油、国防等众多行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实施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十分必要，具体分析如下。

2.1 提供人才综合素质
实现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能够有效提高焊

接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理论学习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只有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才能够在后续的实践过程中更好

的使用专业知识，为学生的实践培养提供重要的基础。但是，

单纯的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就无法实现人才培养的均衡

性，造成综合素质水平的下降。因此，在关注专业知识理论

学习的基础上，还需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操作，

能够更好地应用专业知识，使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够对于

理论知识有更加直观其深刻的体会，同时也能够针对知识

存在的漏洞进行及时的补充 [1]。此外，实践过程还可以有效

提高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兴趣，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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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从而促进学生更好的掌握专业

知识。

2.2 促进行业发展
实现专业知识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一体化的教学模

式，可以有效地提高人才的综合能力，为行业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基础。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过于关

注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因此在面对实际问题时，难以做到

灵活的解决，进而导致行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一

体化的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实践学习可以有效

规避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差、技术能力不足、教学效率低等众

多问题的出现。实际操作过程可以有效检验理论知识的学习

效果，同时也可以更加有效地暴露行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

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进行针对性的问题，解决及理论知识的

完善，有效地避免了盲目操作，进而能够更好地促进行业发

展，完善知识体系的构建 [2]。

3 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焊接专业中的应用
3.1 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课程体系

为有效地提高一体化教学质量，就需要制定与该教学模

式更加匹配的课程体系。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之间的合

理分配，注重教学顺序的安排。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若

想实现有效的实践操作，就需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因此

需要在进行课程安排的过程中，合理设置理论学习与实践操

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此外，要合理分配焊接创业的核心课程与非核心课程之

间的比例，注重对于核心知识的掌握，按照国家的职业培养

标准，选择合适的理论教材，制定科学且完善的人才实践培

养方案。多年来，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焊接专业

也实现了理论的优化和提升，所以在进行教学课程制定的过

程中要注重与时俱进，积极引入先进的焊接专业理念以及实

践操作技术。在实际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制定过程中，需要

平衡好传统技能与先进技能之间的学习比例，确保学生能够

更好地掌握传统的理论知识，进而在构建起完善的理论体系

基础上，达到更好的学习先进理论知识的目的。

3.2 培养“双师型”“专业化”教师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不仅是对于学生培养方案的优化。同

时对于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培养有较为明确的划分。因此，教师

只需要掌握单纯的理论知识，或者是专业技能及可以胜任。

但是面对一体化教学需求，教师需要对于自身的知识进行进

一步的完善。学校在进行教师培养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教

师的教学能力，同时也要关注教师对于基础知识以及专业操

作技能的掌握水平，培养“双师型、专业化”教师。只有教

师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才能为学生的学习

提供更好的支持，使得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的过

程中，能够有更好的学习体验。推行一体化的教学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该过程也是教师进

行晚上升级的过程，组建“双师型专业化”教师队伍是行业

发展的需求，更是提高焊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需求

3.3 积极引进一体化教学配套设施
若想创设更加良好的一体化教学环境，就需要积极引入

相应的配套教学设施。焊接专业区别于一般的专业类型，对

于学生的实习环境要求较高，课堂的实习车间需要有充足的

工位，同时还要建立起多媒体的教学环境，进而建立起一个

集教师、实训、考工等内容于一体的新型教学环境，能够有

效地实现教、练一体化的结合。若想实现一体化教学配套设

施显著的使用效果，就需要国家适当的增加对于焊接专业人

才培养的投资比例，进而为学校的扩建工作提供坚实的基

础。将教学环境与实习环境相结合，可以有效实现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进而实现边教、边学、边做，将理论学习与

实践操作进行更好的交织效果，进而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加坚

实的基础 [3]。

3.4 积极处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实现焊接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该模式进行推广的过程

中，仍然会面临一些问题，如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操作比例

失衡、理论知识讲解和技能训练课脱节、一体化教学课程训

练量不足等。积极处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高学校处

理问题的能力，降低问题对于一体化教学质量的影响，是促

进一体化教学模式，更好推广效果的必要手段。

4 结语
综上所述，焊接专业作为一种技术性的专业类型，其人

才对于其他各行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面对实际的

发展需求，将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培养相结合，实现一体化

的教学模式十分必要，不仅是提高换届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国家更好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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