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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梯专业教学现状分析

电梯专业教学具有理论性、技术性以及实践性强等特征，

因此为了提升电梯专业教学成效，必须合理运用有效的教学

方式。而加强电梯专业与信息化教学的结合，有助于提升电

梯专业教学质量与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但是由于电梯

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电梯型号多、实训场地建设成本高、教

学电梯占地面积大、零件不方便拆解、安全风险高以及电梯

故障未能在实训电梯中展现等现象，使得电梯专业教学现状

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由于电梯故障没有办法在实训中展现，

从而造成学生未能对电梯故障实施全面分析；又如电梯型号

多，部分构件的差异也比较大，使得电梯实践教学未能达到

全面实施。

二、电梯专业教学中的信息化教学要点分析

（一）电梯专业基础知识教学中的信息化教学要点

电梯专业基础知识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比如电梯类别、

结构组成以及工作原理等。其中电梯主要包括乘客电梯、医

用电梯、载货电梯以及自动扶梯等类别；电梯的结构组成主

要包括传感器、机械零件、电气开关与电路板等组成，涉及

到诸多系统，比如电梯门、电梯轿厢、曳引、导向、重量平

衡、电气以及安全保护等系统；其工作原理为电梯运行是轿

厢通过曳引机的旋转运动在封闭的井道内开展垂直上下运

动来实现。而在电梯专业基础知识教学中运用信息化教学方

式，可以增强学生对电梯基础知识的理解以及提升电梯专业

基础知识教学质量。比如在实际开展电梯结构与工作原理教

学时，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运用图像与动画的方式对电梯

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实施教学时，能够促进学生快速了解电梯

结构，并增强学生对电梯工作原理的理解程度。同时可以结

合电梯结构与工作原理的具体教学目标，比如就乘客电梯、

医用电梯、载货电梯以及自动扶梯等，分别制作相应的电梯

结构及其工作原理教学视频，利用动画的形式来对其进行分

解教学，旨在提升学生对电梯专业基础知识教学的掌握能力。

（二）电梯专业混合式教学要点说明

电梯专业混合式教学就是对电梯教学内容采取线上与

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高效教学优势。

比如由教师结合教学任务制作电梯专业知识方面的视频，发

布在组建的 QQ群或微信群中，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时间与

能力开展学习，对于电梯专业的重点知识或不明白的问题点

进行反复学习，直到掌握为止。同时为了确保教师能够切实

掌握学情，学生把问题点以及相关的电梯专业题目问答上传

到 QQ群或微信群，从而为教师制定下一步电梯专业教学方

案提供依据。此外，教师通过互联网收集到的电梯专业前沿

理论与技术，指导学生进行学习，使学生的电梯专业知识面

得到拓展。

（三）电梯专业维修教学中的信息化教学

电梯专业教学具有实践性比较强的特征，尤其是在电梯

维修教学中，其实践性更加明显。在电梯专业维修的信息化

教学时，可以借助相关的 APP（比如蓝墨云等）来达到教学

目标。具体而言，首先通过 APP就电梯专业维修教学内容进

行预习（包括完成该课的练习题目等），接着结合教学大纲

要求，制定教学目标，并收集相应的教学资源，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在具体开展电梯专业维修理论知识的信息化教

学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教学方式，利用制作的视频，对

难点与重点通过多次观看进行详细讲解，同时要求学生为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在电梯专业维修实际

操作的信息化教学时，教师根据电梯专业维修教学任务以及

结合学生的实际，合理进行分组，并且要求学生进入电梯维

修人员状态，然后利用摄像设备对学生在实际维修电梯的过

程进行录制，然后制作视频上传到微信群或云班课堂等，在

教师的讲解下，由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并提出相应的问题，

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电梯专业学生的实操能力，对于提升学

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等方面也具有重要

作用。以电梯专业平层装置中的平层感应器维修为例实施信

息化教学，首先由教师制作视频并上传到 APP（蓝墨云）的

教学资源库中，然后结合教学目标，布置预习任务，学生收

到教师在微信群等发布的预习任务，通过手机或电脑等设备

完成预习任务，并上传完成的预习任务，为教师了解学情提

供参考；然后以项目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指导学生完成平

层感应器维修任务；再由学生就平层感应器维修过程进行讨

论，并提出维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教师的讲解，

比如指导学生怎样制作遮光板调节的相关视频及其注意事

项等，让学生了解掌握正确的维修方法；此外通过借助信息

技术，对本次平层感应器维修信息化教学的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包括预习、维修过程、讨论反馈以及总结等数据，从而

帮助教师切实掌握学生的学情，为后续复习以及教学提供依

据。

三、电梯专业教学中的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分析

（一）虚拟仿真技术的内涵

虚拟仿真技术是信息技术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主要构建

相应的模型，由相关用户利用模型实施动态试验，从而为用

户决策提供参考，其又称为模拟决策技术。该技术目前在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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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比如在军事领域中的武器制造以及相

关教育教学中，虚拟仿真技术都得到实际应用。虚拟仿真技

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三维建模、实时动画、用户交互以及反

馈等方面来实现，具体而言，就是结合项目实际以及借助信

息技术手段构建三维模型，并且通过用户的要求输入相关参

数，生成实时动画，然后通过用户的视听感觉，来实现达到

用户交互与反馈。

（二）电梯专业教学中的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优势

第一，模拟真实教学情境。电梯专业的实践性比较强，

因此为了提升电梯专业教学成效以及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可以借助虚拟仿真技术的三维建模与实时动画技术，为学生

提供一个趋于真实的电梯专业教学情境，比如模拟构建电梯

结构的机房、井道和底坑、层站以及轿厢等真实情景，使学

生能够在趋于真实的情境中开展实操训练与学习，防止学生

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安全风险，以确保电梯专业教学的顺利实

施。第二，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方便。在电梯专业教学过程

中，学生可以运用虚拟仿真技术进行自主学习，比如运用虚

拟仿真技术，能够了解电梯的组成构件及其安装步骤等。第

三，有助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的结合。为了提升电梯理论

知识与实践操作的教学成效，可以借助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

来实现。比如在开展电梯驱动系统教学时，利用虚拟仿真平

台，可以直观的呈现电梯驱动系统的工作过程，从而帮助学

生能够全面掌握电梯驱动系统的工作原理。第四，实施科学

评价。在电梯专业教学评价过程中，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能

够对不同的教学任务、不同的教学难度等实施不同的评价，

从而为教师切实掌握学情提供科学的参考，也为学生了解自

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调整学习方法等提供依据。

（三）电梯专业教学中的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实践。

电梯专业教学过程中，由于电梯的特殊性，部分教学内

容未能进行实训操作，比如电梯安装等教学内容。而借助虚

拟仿真技术，通过模拟真实的电梯安装情境，有助于达到电

梯安装的实训目的，并且对于提升电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在电梯安装的信息化教学

过程中，结合电梯安装行业的最新动态，借助虚拟仿真技术，

构建虚拟的电梯安装情境开展实操训练。在虚拟情境的实训

过程中，利用电梯的传感设备和输出设备的连接，根据规范

的安装步骤实施训练作业，并且在电梯安装训练时，如果发

生不规范作业时，虚拟仿真系统还会出现报警功能，并且通

过系统的相关命令引导学生正确完成实训操作，以达到提升

学生安装电梯的实践操作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在社会

的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把信息技术运用于电梯专业教学，

通过在电梯专业教学中实施信息化教学，有助于电梯专业教

学质量的提升、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学情的科学评估以及

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确保电梯专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以及保障电梯专业教学成效，本文从电梯专业教学现状出发，

简要论述说明了电梯专业教学中的信息化教学要点，同时以

虚拟仿真技术为例，对电梯专业教学中的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进行了探讨分析，包括虚拟仿真技术的内涵、应用优势、应

用实践以及应用策略等方面，以实现电梯专业教学目标以及

提升学生在电梯安装维修等方面的专业技能。

参考文献：

[1]王兵健.基于信息化的翻转课堂在电梯检验课程中的

运用探微[J].成才之路,2018(26):50.

[2]虞申网.基于云平台的中职电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探析[J].成才之路,2019(24):52.

[3]林文友.基于中职技能大赛的电梯专业教学融合的研

究与实践[J].现代职业教育,2020(31):44-45.

[4]宁磊.浅谈项目教学法在中职《电梯结构与原理》课

程中的应用[J].中国农村教育,2020(06):25.

[5]周莹.信息化技术在电梯检验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

高新科技,2023,(06):117-118.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96

大学英语四级段落翻译策略探析

*

DOI:10.12238/er.v7i5.5107

摘 要：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旨在对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进行科学的

检测，同时也是为用人单位了解大学生英语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分为口语考

试和笔试，包含了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发挥着 “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重要作用。

本文结合真题例句对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翻译部分进行分析，探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段落翻译

部分的解题技巧和翻译策略，以帮助学生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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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英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

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以

英语的实际使用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重点

[1]。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始于 1987年，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该考试是面向全国高校的教学考试，

能够有效地促进大学英语教学工作，通过考试能够对大学生

的英语水平进行客观、准确地考察，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

发展和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同时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的目标相契合。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分为口语考

试和笔试，笔试部分包含了写作、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及段

落翻译四个部分。该考试可以让学生了解自己每一个部分的

能力水平，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使学生能够提升听、

说、读、写、译各个方面的能力，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因此，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一、翻译题型介绍

翻译题（Translation）是大学英语四级笔试的第四部分，

自 2013年 12月起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题型做了调整，翻译部

分由原来的句子汉译英变成段落汉译英，占总分值的 15%，

要求在30分钟内将一篇长度为140-160字的中文段落翻译成

英文。段落的内容涉及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翻译部分内容的考查不仅展示了英语作为对外交流

工具的特质，而且体现了英语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及建立文

化自信方面的实际作用[3]。从近十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的

翻译真题看，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通常每年举行两次，每次有

三套试卷，翻译部分为同一题材的不同主题，内容考察中国

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山川河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育

及社会发展、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因此在备考时，考生

需要对中国各方面的传统文化、人文地理、社会民生等有所

关注并了解，并且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才

能完成翻译部分内容。

大学英语四级翻译采用总体印象评分方式分为 5个档次，

翻译部分占百分制中的 15分，当翻译的译文能准确表达原

文的意思，用词贴切，行文流畅，基本上无语言错误，仅有

个别小错时可以判定为 14分档（13-15分）；译文基本表达

了原文的意思，文字通顺、连贯，无重大语言错误时判定为

11分档（10-12分）；译文勉强表达了原文的意思，用词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