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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制造行业的繁荣，焊接人才的缺口逐年增加。

焊工，是一个招聘大于求职的职业，因为高收入高回报，
吸引了无数打工者。焊接是技术活，操作门槛比较高，
并且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很多人会敬而远之。

图 1   焊接

图 2   气割
2019 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排名中，焊工高居第 8

位，2020 年，从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焊工稳居“最缺 
工”的前 11 名，在第四季度最缺工排名中，“焊工”
进入前十。焊工，多部门刚需职业预警：第一，焊接广
泛应用于宇航、航空、核工业、造船、建筑和机械制造
等工业部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焊工是不可或缺的

职业；第二，我国从事焊接技术的工作，都需要持证上
岗，并且焊工是属于准入类的工种，无证上岗被严令禁
止。所以技工类院校教学不但是焊接理论和实训的学 
习，也包含了焊工中级证的取证工作。学生经过在校期
间的学习其焊工技能水平要达到中级。

针对技工院校焊接专业教学改革，我校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1 丰富焊材种类，增强学生焊接技能水平
1.1 焊条（酸性焊条 +碱性焊条 +不锈钢焊条）

大多高校以及技工院校焊接实训采用 J422（E4303）
的酸性焊条，其工艺性（如引弧性、电弧的稳定性、脱
渣性等）能好，特别适合于初次学习焊接的学生，碱性
焊条相反，工艺性能差、力学性能好更多适用于重要结
构件的焊接或者说企业生产用材。待学生掌握焊接基本
手法后应练习碱性焊条焊接，甚至不锈钢焊条的尝试。
因为我们的学生经过 2-3 年的在校学习之后就要步入企
业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像大型企业重要结构件的焊接基
本都采用碱性焊条，如果在校期间的学习缺乏这一块儿
的内容，学生进入企业适应需要一段时间，为了让学校
和企业直接对接毕业生，我们学校做足了准备工作。
1.2 母材（低碳钢、中碳钢、不锈钢、以及有色金属等）

母材、焊材一定是相匹配的，所以不锈钢钢板配合
不锈钢焊条焊接也应作为一个实训项目让学生尝试着去
焊，至少让他们接触下，教学生不锈钢焊接应注意的理
论知识，再通过实践来强化它。除此以外，像碳钢钢管
的连接、不同含碳量钢板的焊接都应该作为焊接实训的
一项重要内容去学习去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
说焊接知识的学习一定要理论 + 实操，这样学习效果会
事半功倍。

2 新设备的引进，拓宽学生技能
焊接技术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极强的专业，学生通过

学习，掌握必须的理论知识，练就熟练的操作本领 [1]。
首先从手工电弧焊开始练习，掌握手工电弧焊平焊、立
焊、横焊、仰焊、平角焊、立角焊、仰角焊等全位置焊
接手法后，再进行平板对接焊、V 型坡口立焊单面焊双
面成型、V 型坡口管子对接焊。设置 CO2 气体保护焊（半
自动和全自动）、钨极氩弧焊（手工和机械化）、埋弧 
焊、气割、气焊、机器人焊接等先进焊接方法进行焊接
练习，来拓宽学生技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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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焊接技术这门传统技术学科也在发生着变革，而技工院校正是培养焊接技术人员的
重要之地，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着焊接技术人员的操作水平与职业素养，所以技工院校焊接技术教学应与企业先
进生产过程相适应、相匹配，其教学改革必将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应该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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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改革
如何通过教学使学生成为知识型技能人才，需要教

师打破常规教学模式，灵活运用知识的实用性，突出能
力培养的基础性、理论指导的导向性、技能培养的核心
性，采用适当的授课手段，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知
识与技能相结合 [1]。传统的焊接教学方法是先讲理论再
练习实操。在一个学期的学习中安排了理论课和实训 
课，理论课的讲解是在教室学习的，实训课练习直接到
了焊接实训车间。理论和实训的分开因上课进度的不同，
导致学生看来理论的学习对实操没有帮助而怠慢学习甚
至厌烦理论学习。

图 3   焊接实训车间

图 4   手工电弧焊实训
焊接技术的教学应改为理实一体化，真正意义上实

现在学中做、做中学，焊接技术的练习应分为每个项目，
采用项目教学法去教学，使教学效果较好。例如讲解并
练习平角焊后，让学生独立完成 12mm 厚、300mm 长、
200mm 宽的两板的 V 型立焊缝单面焊双面成型，多层多
道焊（打底层、填充层和盖面层），工艺方案完全由学
生自行设计并施焊，这样达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目标，
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巩固理论的目的，同时也加
强了实操技能。另外将“网络”技术融入课堂教学，改
革和创新教学方案，丰富焊接实训课堂教学内容。“互

联网 +”时代的来临，新型教学方案层出不穷 [2]。可以
将“互联网 +”技术与教育教学相融合，创新教学模式，
使实训教学方法更加丰富。在“互联网 +”时代，基于
互联网，各种新的教学手段不断出现，如以视频或音频
为载体的微课，在短短几分钟内聚焦于一定的教学重点
和难点；又如成千上万的微课所组成的网课，犹如一个
庞大的教学资源库 [3]。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使用移动新
媒体，选取相应的微课视频让学生课前观看和课中讨论，
如此，实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的传递效果得以明显提
高 [4]。

4 教材改革和产教融合
在此，学校应该对学生情况以及企业用人需求进行

调研，然后开发出适合本校焊接设备等情况的校本教 
材，目前市面上所见到的焊接教材都比较落后，或者不
符合技工类院校实际教学情况，还有理论和实操分开编
写的教材，而学生取证又要去学习取证教材。导致教材
很乱，教学效果不好。传统的焊接实训，更多的是重复
进行板对接、角接等实训练习，实训内容与企业脱节。
为了有效保障实训教学效果，使学生在学校就能学到企
业所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企业所需要的技术人
才，在实训中加强产教融合，将教学与实际生产相结合，
提高实训教学效果 [5]。以实际生产模式为指导，严格规
范实训教学。学校提供实训场地与设备，企业提供技术
人员与实际产品，双方联合进行产品生产与人才培养。
将企业的管理模式引入到实训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参
与到企业产品生产中，在生产中学习技术，在学习中进
行焊接操作，实现在教中学、学中做 [6]。

5 强化师资培训
教师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尤其是飞

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更需要教师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知
识体系。作为技术类学校的教师要定期到大型先进生产
加工制造类企业去参观、回炉、学习和操作，来不断提
高自己的焊接知识理念和实操水平，才能更好的服务学
校，更好的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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