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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是基于历时一年的上海市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总结的一篇资源开发案例。论文从案例概要介绍出发，分析了列
车定位技术在之前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及教学难点，进而针对过往的这些困难，总结了结合校企共建平台以及人才培养全

链条方案，将企业资源与真实案例有的放矢地融入教学设计中，开展教学资源开发。希望通过案例的分析、建设经验总结给

职业教育同行带来一些专业建设思路。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resource development case based on a one-year summary of online open course construction in Shanghai.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ase summary, analyzes the trai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before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these difficulties of the past, summarizes the combination of colleges-build platform, and the whole chain 
of talent training scheme, the enterprise resources and real case targeted into the teaching design,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It is hoped to bring som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deas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eer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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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概要
《轨道信号基础》课程是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专业的

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功能是使学生掌握轨道信号相关设备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轨道信号工岗位工作的基

本职业能力。课程是一门理论为主，实操为辅的理实结合性

质的课程，课程内容的组织以轨道交通信号设备为主线，包

括认识轨道信号系统、信号继电器、信号显示设备、列车定

位设备、列车转向设备五个学习任务。

2 背景分析
“列车定位”技术对于学习轨道通号专业的学生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专业技术知识。这个技术不仅关系着信号调度

员对列车的调度作业，同时也关系着地铁列车自动化运行的

效率 [1]。因此，在《轨道信号基础》这门专业核心课程中，

列车定位技术是一个重要的章节内容。

在列车的定位技术中，目前线路上使用的主要包括轨道

电路定位技术、计轴器系统的点式定位技术、无线通信的列

车定位技术三大类。其中，前两者属于《轨道信号基础》课

程涉及的内容，第三种是属于轨道通信方向的课程内容。目

前列车定位知识在教学中存在以下主要困难。

就轨道电路定位技术而言，目前现有的资源中，只有原

理的讲解内容，很少有将原理所涉及的设备组成与原理图中

提及的设备对应关系进行分解展示，很难为学生提供有效的

实践动手操作环节。

就线上应用更为广泛的计轴，目前大多数的讲解仍停留

在原理上，对于基于数字电路技术的室内设备介绍很少，学

生很难理解室外的计轴设备是如何完成列车定位检测，而计

轴当下使用较多，未来也会是重要的后备保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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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设计而言，由于存在着实训

设备要求的占地场所较大，且为整套系统运行才可以看到效

果这样的大背景，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只能就理论而讲理论，

最多配合一些原理性的动画，很难将企业实际的设备相互作

用的细节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

3 解决思路
基于以上的背景分析，此次在线开放课程的设计中，论

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教学设计的优化与调整，力

求改变现有教学内容中技术的固化性与教学设计的不足。

3.1 技术知识细化问题——企业工程师协助录制现

场讲解细节视频
在列车定位技术中讲到轨道电路这部分知识内容时，大

多数课程只讲到轨道电路的最外层组成，即送电端、受电端、

钢轨及轨间绝缘节。送 / 受电端设备，事实上又是由很多具

体的设备组成，并且在实际的工作中，还需要依据现场的具

体工作情况，对送电端进行二次侧的电压调整，从而保证轨

面电压处于一个恰当的范围。这对于信号工岗位的人员而

言，是一项常规的工作任务。

在此次的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建设的过程中，校内教师与

申通企业工程师一起，在企业现场录制规范的教学细节内容，

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资源。同时，邀请资深的企业专家结

合设备的发展演变过程，拓展性地进行介绍，将思政教育融

入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如图1所示，

是企业工程师带领学生进行规范化维护操作视频截屏。

3.2 实操规范及资源不足问题——企业提供现有资

源实现资源共享
针对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实训内容较少的不足点，在此次

课程建设过程中，特意增加实践实训环节，而这些实训内容

的设计，也与企业的一线实践内容及标准进行了落地有效的

对接 [2]。一方面，按照上海地铁、中国通号等合作企业可实

践的现场情况进行设计，并参照相关的规范标准给出相关的

指导说明；另一方面，依据学生教学环节的实际情况，设计

实训任务书，在授课过程中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实践现场

进行分组完成实践内容。

图 1 课堂实录视频截屏

此外，依据信号工需要具备的识图能力来完成现场维护

作业这样的岗位技能要求，在此次课程设计过程中，依托校

企合作平台资源，采用真实现场图纸，给学生录制计轴设备

识读的微课，从而达到让学生真正的学以致用，理论知识与

真实工作场景相结合的教学目标。图 2 是上海地铁某集中站

真实现场信号设备平面图资源。

3.3 教学资源整合方法问题——企业依据工作经验

提供教学方法更新
计轴相对轨道电路而言，是一种在城轨系统中使用更广

泛的定位设备，但在教学设计中往往只讲检测原理，对学生

而言，很难理解室内设备与室外计轴系统组成的各个部件之

间是如何有效的协同作用，最终达成定位的。因为该系统的

定位功能实现，需要涉及室外轨旁检测设备、室内机柜、控

制中心列车监控显示三处不同的设备相互协作，而且这个功

能的观测，需要有真实的列车在正线上正常行驶，才可以看

到实际效果。所以，在实际的教室授课过程中，很难让学生

直观理解这些不同地理位置的设备相互作用、协同工作的原

理。对于这部分教学内容的资源设计，就充分利用了校企深

度的合作关系，多机位实景同步录制，后期合并处理，创新

性地开发教学资源 [3]。

图 2  真实现场信号设备平面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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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教学设计的过程中，除了完成常规计轴检测列

车位置的定位原理动画之外，重点介绍了计轴系统的室内 /

外设备的组成。在完成这些基本知识的学习之后，引导学生

好奇计数的效果是如何通过这些部件来实现的呢？常常听

到企业师傅们讲的计轴并口板卡更换又是为什么，它到底起

着什么样的检测作用呢？带着这些问题的引导，设计了室内

计轴机柜板卡与室内控制中心监控屏的多机位实景录制，并

剪辑合并动画。如图 3 所示，左下角则为室内计轴机柜的并

口板卡在列车通行过程中的变化图，全屏动画中心位置的列

车则是上海地铁某线路正线运行过程中监控中心检测到的

列车运行变化动态实时效果。通过多机位同步录制的方法，

在后期剪辑中再增加关键区段位置的提示信息以及相关解

说文字，带给学生真实的联动效果。

这种方法是企业工程师现场维护的一种方法，即通过

ATS 监控屏的报警信息，再检查对应的并口板卡灯位信息，

从而确定列车通过时，计轴定位设备是否可用。

4 经验策略
此次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过程，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浮于表面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深化与细

化。同时，在与企业一线工程师沟通过程中，将学习到设备

维护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依据校企合作平台，最大化地发

挥学校和企业各自的优势，最终达到学校育人、企业用人、

学生成长三方共赢的目标。总结与企业合作过程中的一些经

验如下：

第一，企业可以提供特定职业或行业的能力标准和需求

分析。这有助于课程设计者了解学生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能和

知识，并将其纳入课程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企业的需

求分析可以帮助确保课程资源与实际职业要求相匹配。

第二，企业为课程资源提供实践导向的教学材料，如案

例研究、项目任务、模拟场景等。这些材料能够使学生在真

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境中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他们的

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企业可以提供师资培训和支持，帮助教师或培训

师储备和更新所需的教学技能和知识。企业的专业人员可以

分享最新的行业发展趋势、教学方法和工具，提供教学实践

建议，并与教师进行合作，确保开发出的课程资源能有效传

递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应用效果。

第四，企业可以提供课程资源的反馈和评估，包括评估

学生成为员工之后，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表现、提供改进建

议和意见以及参与课程评估和质量保证。企业的反馈可以帮

助教育机构不断改进课程资源，使其与行业需求保持一致。

5 反思展望
在今后的课程资源建设中需要更加关注教学目标和企业

工作岗位需求的对接。反思应包括对教育培训目标的准确把

握、对业务需求的深入理解，以确保所开发的课程资源能够

有效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企业用人的需求。更加关注实

用性和应用导向。课程资源应该紧密结合实际业务场景，强

调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和技

能迅速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未来，在课程资源建设中将更加关注技术创新的应用。

这包括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交

互式的教学工具和模拟环境，提供丰富、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图 3 多机位录制剪辑完成的视频资源设计截图

参考文献
[1] 赵明国.基于信息化技术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研究——以“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设备”课程为例[J].无线互联科

技,2021(1):118-119.

[2] 李作奇.高职铁道机车专业混合式教学课程设计与教学资源开

发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9(14):214-215.

[3] 吴波前.基于GNSS/INS的列车自主定位性能评估方法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