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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教学是高职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一直是一个困扰高职教师的难

题。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学生可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实践能力。研究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要点，有助于解决高职教学中的实践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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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

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据

此，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究、主动思考为

基本特征的实践教学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但当

前传统的讲授型教学仍有很大的影响，这和高职

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相背离。任务驱动教学法是

一种以任务为主线的实践性教学方法，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其自主学习和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最终在

实践中实现职业能力的提升。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内涵及实施过程

任务驱动教学法将教学内容融入到任务中去，
以任务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的知识与技能为目标，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完成任务而获

得知识与技能。实施流程包括引言、情境、任务、实

施、支持和评价六部分，如图１所示。引言是实施

任务驱动教学的导入；情境是促进学生学 习 的 环

境，包括真实情境和虚拟情境；任务是实施任务驱

动教学的前提，有了任务学生才能知道需 要 做 什

么；支持是指对学生学习的支持，主要来自教师和

信息技术；实施是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评价是对

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的检验和总结。

图１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施流程

二、任务的类型及设计原则

（一）任务的分类

表１ 封闭型任务与开放型任务的比较

内　　容 要　　求 方　　式 作　　用

封闭型任务

界定 清 晰，问 题 的 初 始 状

态、目标状态以 及 由 初 始 状

态达到 目 标 状 态 的 一 系 列

过程都很清楚

有较为明确的表现预期
要求学生

独立完成

使学生体验 工 作 过 程，掌

握完 成 任 务 所 需 的 基 本

知识和技能

开放型任务

只给出 工 作 情 境 和 部 分 信

息，对任务中问 题 的 初 始 状

态和目 标 状 态 没 有 明 确 的

说明

没有 明 确 的 行 动 方 式，

没 有 固 定 的 答 案，学 生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

较大的创作空间

通过小组

合作完成

进一 步 整 合 所 学 的 知 识

和技能，发展关键能力

９３

第２５卷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２月
　　　 　　　　

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２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侯云吉（１９８３－），男，山东海阳人，硕士研究生；郭炯（１９７２－），女，甘肃兰州人，副教授，

博士。



　　任务教学法的核心———任务，分 为 封 闭 型 和

开放型 两 种。两 种 类 型 的 比 较 如 表１所 示。以

“封闭－开放”为维度，可以构成一个任务封闭开

放程度的连续体，在两者之间是开放或封闭程度

不同的任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来选择设

计任务类型，一般先是选择封闭程度高的任务，将
封闭型任务作为开放型任务的前期准备，然后再

进行开放程度高的任务。封闭型任务与开放型任

务特点不同，功用也相应不同。简单地说，教师应

以封闭型任务为铺垫，以开放型任务为提升，全方

位多层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任务设计的原则

１．任务的设计需注意知识的系统性。教师应

在学习总体目标的框架上，将目标分解成若干个

小目标，将学习模块转化为小任务，通过这些小任

务来体现总的学习目标。每个任务中涉及的知识

点不宜过多，规模不宜过大；前后两个任务之间最

好有一定的联系，以体现知识的系统性。要注意

由点到面，逐步介绍各个知识点，同时让主要知识

点能够在不同的“任务”中多次反复出现，以达到

强化和巩固的目的。要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

用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２．任务的设计需具有一定的层次性，难 度 适

宜。教师设计任务时，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

考虑其现有的文化知识、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的

差异，有针对性地设计工作任务。有些学生基础

较差，接受能力较弱。对于这类学生，只要能达到

基本教学要求即可。有些学生基础较好，接受能

力较强，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喜欢通过不同的途

径和方式来获取更丰富的知识。对于这类学生，
设计的任务要有创新，有一定的难度。

３．任务的设计需注重方法渗透。教师要注意

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去分析问题，用多种方法去

解决问题，防止思维的绝对化和僵硬化；在指导学

生完成任务时，要注重讲清思路，渗透处理问题的

基本方法；要让学生在掌握了基本方法后，能够触

类旁通，举一反三，尽可能多地产生学习迁移，加

强完成类似任务的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

４．任务的设计需具有开放性。教师要给学生

发挥的空间，注重任务中的“可扩展点”的设计，给
学生创造的机会。学生在完成任务之后，可以根

据自己条件与需求，通过任务中的“可扩展点”进

一步发挥。如此既能够控制整体教学进度，又可

以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激发其创造

欲望。

三、任务驱动教学的教学环节

任务分为封闭型任务和开放型任务 两 种，任

务驱动的教学环节也分为封闭型的任务教学环节

和开放型的任务教学环节。
（一）封闭型的任务教学环节

封闭型的任务教学环节由五部分组 成，如 图

２所示。

图２ 封闭型的任务教学环节

１．创设情境、引起注意、提出任务。创设情境

的目的使各种学习因素处在最和谐的状态，以利

于进一步开展教与学。任务驱动教学的教学情境

是一种任务化的情境。任务情境的创设以能引出

任务为标准，例如呈现任务完成后的效果图或任

务完成后的作品赏析。情境呈现后，教师要引导

学生表达自己的体会。

２．共同讨论、分析任务、发现问题。在提出任

务后，教师就需要和学生共同讨论、分析任务，提

出任务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比如在一个数控编程

任务中需要哪些步骤，每个步骤的任务是什么，需
要注意哪些问题。

３．针对问题明确思路、提示 重 点。学 生 在 教

师的引导下分析问题，提出完成任务的方法，形成

完成任务的思路和计划。

４．自主探索、领会意图、完成任务。教师要给

出完成任务的标准，并在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鼓励其进行协作学习，发挥创造性思维。

５．检查结果、发现不足、总结经验。教师要检

查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并做出相关记录，及时进

行总结并予以反馈，作出中肯的评价。
（二）开放型的任务教学环节

开放型的任务教学环节也是由五部 分 组 成，
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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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开放型的任务教学环节

１．创设情境、引起注意、提出框架。开放型的

情境要求能体现出任务框架的意图即可，尽量不

作主题和内容上的限制。

２．共同讨论、分析框架、进行分组。任务框架

提出后，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选定任务类型，确

定任 务 主 题，分 析 完 成 过 程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问 题。
教师要多鼓励学生，激发其创造性思维。

３．小组讨论、明确任务、制定方案。首先进行

小组分组，然后确定小组的具体任务。任务确定

以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分析，根据任务框架的具

体目标和要求，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完成任务的方案。

４．自主探索、积极合作、解决问题。这一环节

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核心阶段。学生要完成各自的

任务。教师则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鼓励他

们积 极 思 考、相 互 协 作，寻 求 不 同 的 问 题 解 决 方

法，并在肯定他们努力的基础上予以恰当的评价。

５．作品展示、经验交流、总结提升。各组就完

成任务的思路、方法、过程、最终作品以及经验总

结向全班同学汇报。教师作出点评并和同学共同

讨论，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学生根据改进建议

进一步地完善和提高，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

习过程。

四、任务驱动教学法实践案例———以“数控机

床编程”教学为例

二维挖槽是数控编程的基础知识，宜 采 用 封

闭型任务教学。本案例以《数控铣床加工任务驱

动教程》为参考教材（肖日增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采用 美 国ＣＮＣ公 司 开 发 的 基 于ＰＣ平

台的ＣＡＤ／ＣＡＭ软件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Ｍ作为平台。
表２ “数控机床编程”任务驱动教学法案例设计

步　　骤 内　　容

创设情境 　　将此次任务的作品展示给学生，并用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Ｍ演示仿真零件的加工过程。目的在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出任务

图４ 编程任务

　　用数控自动编程方法去除图４所示的主要加工余量，底部不留精加工余量，轮廓边留加工余量０．３。不得使用砂

布及锉刀等工具修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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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析

　　该零件主要是用二维挖槽加工和二维轮廓加工，只有斜坡部分用到三维曲面加工。

１．零件分析。本任务将完成两个凸台外围及凹槽的加工。

加工坐标原点：

Ｘ轴：毛胚的中心。

Ｙ轴：毛胚的中心。

Ｚ轴：取上平面。

坐标系设定在“Ｇ５４”。

２．工艺分析。选择直径为“８ｍｍ”的立铣刀，稍小于两个凸台间的最小间距，保证刀具一次完成切削，考虑到刀具

的切削负荷，取每刀切削步距为“５ｍｍ”，分层切削每层背吃刀量为“２ｍｍ”。

任务实施

　　在任务分析完成后，每个人都要形成自己的完成思路，然后进行实施。实施过程包括九个步骤。

１．构建二维挖槽边界。在二维挖槽边界的构建中，加工的最大矩形的尺寸要比原尺寸大一 个 刀 径，这 样 才 能 去

除４个直角的余量。

２．设置工件。首先在主菜单“机床类型”→“铣削系统”命令中选择“默认”选项；然后在左侧的管理器中依次选择

“属性”→“素材设置”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对工件进行参数设置。

３．生成凸台外２Ｄ挖槽刀具路径。在这一步中的关键是在“刀具路径”的设置时一定要选取挖槽的边界矩形框。

其他的设置根据要求进行设置。

４．生成右凸台顶部２Ｄ挖槽刀具路径。在这一步中主要是要注意“增加串联”不要出现错误。

５．生成椭圆２Ｄ挖槽道具路径。选择椭圆边界生成加工刀具路径。

６．生成矩形槽的２Ｄ挖槽刀具路径。这一步的方法和上一步相同。

７．实体切削验证。咱这里进行仿真零件的加工。

８．执行后处理。这一步是生成ＮＣＩ或ＮＣ文件。

９．程序的传送与数控加工。把程序传送到机床，然后运转机床进行加工。

形成结果

图５ 仿真零件

　　本案例的最终结果是零件实体。

评价
　　评价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编程过程中的评价，主要是围绕学生的编程过程进行；二是机床加工过 程 的 评 价，主 要

是评价学生的操作是否规范合理；三是对零件作品进行评价，这也是本次课的考核重点。

总结 　　进行经验总结，以便在进一步的学习中完善和提高。

表３ 评价标准

项目 优秀 良好 一般

编程

过程

评价

能够读懂图纸；读懂零件的材料、加工部位、

尺寸公差及技 术 要 求；确 定 加 工 工 艺，合 理

选择切削用量；选取准确的刀具并熟练输入

刀具的参数；熟练编制加工程序

基本 上 能 够 读 懂 图 纸，零 件 的 材 料、加

工部 位、尺 寸 公 差 及 技 术 要 求；基 本 上

能确定 加 工 工 艺 上；能 够 输 入 刀 具 参

数；编制加工程序不太熟练

需 要 在 别 人 的 帮 助 下 才 能 读 懂 图

纸、零件的材料、加工部位、尺寸公

差及技 术 要 求；不 能 确 定 加 工 工

艺；程序编制不熟练

机床

加工

过程

评价

能够按照规定启动及停止机床；熟练使用操

作面板上的功 能 键；熟 练 输 入 加 工 程 序；熟

练 调 出 所 选 刀 具；能 够 加 工 出 高 精 度 的 零

件；会精度检验

能够按照规定启动及停止机床；会使用

操作面板上的功能键；至少会用一种程

序输 入 装 置；能 调 出 算 选 刀 具；加 工 的

零件符合条件；会精度检验

会操作机床；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

进行初步操作；加工的零件超出允

许的误差范围；不会精度检验

作品

评价
作品符合要求，误差少，精度高 基本符合要求，误差在允许的范围 误差超出允许范围，作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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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任务完成后，我们对教学录像进行了

分析，总 结 出 以 下 几 点：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明 显 提

高，厌学情绪得到缓解；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当堂所

学的知识，还能够主动进行知识迁移；以往单独学

习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小组协作学习；学
生的实践技能得到显著的提高，综合职业能力逐

渐提升。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法而言，任务驱动 教 学 法

更能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实践技能，但是对其

的运用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本文的案例是我们

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进行教学的一个缩影，也是

我们研究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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