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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一类一案”课堂  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
 ——《Web 前端开发》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陈卫卫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西安 710089）

摘要：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而软件在数字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软件技术专业

根据《陕西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按照“优势互补”原则，跨学院建立智能控制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中心立足

岗位需求与培养目标融合、技术标准与教学内容融合、工作流程与教学组织融合，充分发挥研究中心“理念新、技术新”的优势，以“即

学即用、即学即产”的思路，让学生在学、训、研、用过程中，快速提升工程化应用能力。本案例以“一类一案”为手段，通过对学生

的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分析，按照一类学生一类方案分流差异化培养，构建差异化的培养模式，有助于优化学生的个体发展，以此提高

整个专业的培养水平，解决学生生源结构的多样化与教学目标的单一化不匹配问题；以“三阶五步”为策略，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设计实施“基础—进阶—高阶”的“三阶段”应变“一类一案”教学过程，解决学生能力的差异化与教学过程“一刀切”不匹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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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在毕业生就业压力、招生扩张

等因素的刺激下，根据中国教育部在线发布的从 2004 年至 2023

年的高职电子信息类人数统计，可知我国高职报考人数整体呈快

速上升趋势。其中，2018 年 至 2023 年连续五年持续上涨。按照

国家规定的高职报考条件，高考应届生、三校生、退伍军人、

百万扩招生等都符合报名条件。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源结构，如何

根据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知识构架、学校生源、专业技

能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有效的培养给高职教育质量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案例以“一类一案”为手段，通过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

知识构架、学生生源、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分析，按照一类学生一

类方案分流差异化培养，构建差异化的培养模式，有助于优化学

生的个体发展，以此提高整个专业的培养水平，解决学生生源结

构的多样化与教学目标的单一化不匹配问题；以“三阶应变”为

策略，通过对学生的差异化分析，那么具体的因材施教实施过程

成为难点，案例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设计实施“基础—进阶—

高阶”的“三阶段”应变“一类一案”教学过程，解决学生能力

的差异化与教学过程“一刀切”不匹配的问题。

二、主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根据生源结构建立差异化的教育培养体系成为最大问题，

本案例以《Web 前端开发》课程教学实施为例，从差异化入手分

析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不匹配”：

（1）学生生源结构的多样化与教学目标的单一化不匹配，缺

乏有效的教学手段；

（2）学生能力的差异化与教学过程“一刀切”不匹配，缺乏

有效的教学实施策略； 

三、解决问题的主要策略和做法

《Web 前端开发》课程是软件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在第二学

期开设共计 48 课时。对接软件开发工作流程，依托“工程技术中

心 + 虚拟仿真平台 + 实践教学平台”三位一体教学平台，按照“学

训研用一体化”的思路重构教学内容；由青年科技创新团队的博

士和企业现场工程师组建教学团队，以引导“后进生能入行、中

等生能熟行、拔尖生能懂行”为思路，重塑“学生 + 员工”双重

身份，实施基于行动导向的“一类一案”教学策略，过程中注重

学生“文化自信、工程思维、爱国情怀”的培养；通过“工学交替、

虚实结合、一类一案”，破解“教与产鸿沟跨越大、软件业务理解难、

学生能力差异化”的难题。如图 1 所示。

（一）分析业务需求  重构“学训研用一体化”教学内容

对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紧扣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标准，

融合计算机程序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标准，依据软件开发工作流程，将本课程重构为“基础、

进阶、高阶”3 个阶段 8 个项目 139 个关卡，共计 48 课时。依托

省级智能控制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资源平台，引入企业工程项目，

拓展各领域软件项目业务需求融入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基于真实

业务需求的工程化应用能力。

（二）融合职业级别  制定“一类一案三阶五步”教学策略

按“学训研用”一体化设计工程应用，针对学习能力差异化，

设计不同类别学生对应不同职业级别（职业一级、职业二级、职

业三级）动态调整的“一类一案”；在教学过程中参照前端开发

工作过程，按照“明需求—绘草图—理思路—编代码—验功能”

五步教学，逐步生成“任务、效果、方案、代码、结果”，循序

渐进地将工程化思维植入，提升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现学生 + 员工向数字工匠的成长。

  

图 1 课程整体设计

图 2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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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入定岗定级  构建“三级九档勋章墙”评价体系

依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组

建评判指标分级矩阵。通过任务的实施，对评判指标分级矩阵进行

横向拓展，实现学生个体单个任务差异化画像和整体班级教学项目

数据分析的过程评价，同时结合项目完成情况的结果评价，构建“三

级九档勋章墙”评价体系（如图 3），形成具体评价算法，算法如下：

ijijij WHRWSSETWACBG *)(*)21(*)( ++++++++= （公式 1）
其中：B 表示课前成绩，C 表示课中成绩，A 表示课后成绩；

T 表示教师评价成绩，E 表示企业导师评价成绩，S1 表示学生互

评成绩，S2 表示学生自评成绩，R 表示本级任务完成成绩，H 表

示高一级任务完成成绩。权重矩阵 W 如下所示（i 取值 1-3 为级别，

j 取值 1-3 为过程、结果、增值）：

                                             （公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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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重矩阵中，每行代表一个级别，由上至下分别对应一级、

二级、三级；每行中的三个元素依次代表学生任务过程评价、师

企学结果评价、平台数据增值评价的权重。

图 3  评价体系

图 4  课程思政

（四）落细文化育人  创新“123+N”课程思政模式  

本课程以文化自信为一条主线，遵循习近平对新时代青年的

殷切期望和前端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学情、课程、行业三个

方面为切入点，设计智能农业、智能无人机、非遗文化等 N 个结

合点，将思政元素和教学内容融合，做到“知行合一”，形成“123+N”

课程思政模式（如图 4）。在教学过程中创设思政环境，浸润式

逐步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勇挑重担。

（五）落实业务需求  形成“虚实结合”课程教学资源  

依托省级智能控制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基地建设项目，借助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结合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完成实

践教学平台闯关任务，“四位一体 软硬携手”落实工程研究中心

业务需求（智能无人机控制业务、智能农业数据监控业务、三星

堆文物复原业务等），构建“虚实结合”的前端开发教学资源。

三、建设成效

（一）建设取得成果

通过以上做法，学生学习效果显著增强，从大数据分析平台

和智慧职教平台数据可反映学生“基础牢、技能强、底蕴厚”。

同时该课程通过改革，获得中国通信工业学会教学成果特等奖、

课程思政示范课、课程思政优秀案例、课堂革命优秀案例；2020

年 11 月本课程教学实践内容代表学校参加陕西省课程思政“大练

兵”活动，授课教师获得省级“教学能手”称号；2021、2022 年

参加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二等奖 2 项；2022 年该课

程教改内容参加陕西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得三等奖；教材获批

工信部“十四五”规划教材。

（二）推广应用成效

1. 社会服务成效。2019 年教学团队承接陕西省 XX 市 XX 县

农业大棚监控系统的研发技术服务。该系统核心技术为前端开发，

通过研发解决了当地农民大棚卷帘、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空气

温度、空气湿度、照明等远程控制问题。当前该系统应用 5 年，

运行正常。同时该研究立项科研课题，被评为优秀课题，排名第一。      

2. 示范引领效果。课程改革成果在 22 年 9 月 14 日中国教师

报整版报道，同时发表在搜狐网、中国教育网。另外成果也在省

内外本科院校、兄弟院校进行推广应用，共完成课程改革专题报告、

培训、主题发言等 20 次余次，参与培训人数达到 1 万余人。

图 5 推广应用

四、下一步思考 

（一）进一步优化数字教学资源

措施：结合数字化改革要求，继续探索“课程 + 大数据”，

后期借助学校力量，整合各个教学平台数据，实现“大数据 +N”

教学实训平台，形成“课程 + 大数据”教学的整体解决方案。

（二）逐步向“一生一案”转变

措施：结合“一类一案”实施方案，后期可进一步完善大数据

分析平台功能，形成 “一生一案”数据算法。根据数据精准分析学情，

自动推送学习任务，逐步向一个学生一种方案转变，实施差异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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