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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

授课专业： 现代通信技术

所在单位：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课程负责人： 崔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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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内容 双绞线及其制作 学时 2 学时

授课场所 综合布线一体化教室 授课形式 教学做一体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通过前置课程的学习，已具备了初步的网络技术基础

知识、综合布线系统基本认知；

能力水平：多数同学不太喜欢做单调重复的训练，难以做出高质量的双绞线。

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与网络软件接触密切，便于开展信息化教学。

思想状况：对双绞线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非常感兴趣，愿意通过训练，做出

高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双绞线。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线序与双绞线类别；

双绞线的制作步骤。

相关工具的使用；

规范制作双绞线。

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创新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专业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敬业、精益、专注的劳动精神和

规范操作意识

教学重点 双绞线的制作步骤及细节要求

教学难点 规范制作高质量的双绞线

教学策略

传统的双绞线制作实训教学中，通常采用教师演示、学生练习的方式，

教学手段单一枯燥。由于学生观察不够细致、步骤要点记不准确、操作不规

范等原因，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耗材浪费严重，训练效果欠佳。为此，

在教学组织过程中，根据课程特点，合理运用教学平台、仿真软件、专业教

学资源库等教学资源，采用翻转课堂、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网络

化泛在学习教学模式。

理论讲授、软件仿真与实操训练相结合，实现理虚实一体的教学模式，

训练实操能力，培养严谨细致的规范操作意识；教师示范操作视频和任务操

作流程单，方便学生实时查看双绞线的制作要点，提高学习效率；虚拟演练

仿真平台、交互式游戏和动画演示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节约实训耗材、

提高训练效果；依托技能要点等级评价表绘制思维导图，将双绞线的测试整

改和作品点评过程规范化、流程化，便于学生快速掌握技能；教学过程中引

入综合布线国家规范和行业操作规范实践操作标准，实现教学内容与生产实

践对接，培养学生规范操作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思政进课堂，达成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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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教学平台，进行全员、全过程的信息采集，实现师生、生生全面良

性互动，完成过程考核和多元评价，根据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过程。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思政素材 教学平台 虚拟演练仿真平台

微课视频资源 交互式游戏 动画演示

思政点融

入及表现

形式

1.任务引入教学环节，在教学平台上播放“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

网络布线”赛项金牌获得者梁嘉伟的获奖视频，激发学生的自信心、专业认

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2.实际动手制作双绞线前，通虚拟仿真和 VR 技术进行双绞线制作的虚拟

演练，节约实训耗材、提高训练效果，引导学生形成绿色环保意识，并认识

到虚拟仿真技术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培养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创新实践能力

和立志通过科技创新造福人类的社会责任感。

3.在实操训练过程中，引入 GB50311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规范和 GB50312

综合布线系统验收规范，下发任务操作流程单，作为实践操作标准，实现教

学内容与生产实践对接。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在双绞线测试整改和作品点评教学环节，下发技能要点等级评价表，

对双绞线制作过程中的剥线、理线、剪齐、压线和测线五个步骤制定精准定

量评价标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规范操作意识；敬业、精益、

专注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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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本课程采用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方法，教学任务来源于实际工

作和生产领域，以网络发展及双绞线应用为载体进行教学设计，使学生进一

步理解双绞线在网络组建中的重要性，引出本次课程的任务。在整个教学过

程始终中贯穿“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理念，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能力

的培养。

为了让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提高学生对知识、技能的认知和掌握程度，

依托《综合布线技术》数字化教学平台，充分采用视频、动画、虚拟演练、

游戏等信息化手段，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分为课前准备、课堂实施和课后拓展三个阶段。其中，课堂实

施又分为任务引入、任务分析、任务实施和任务总结四个步骤。教学流程如

下图所示。

师生互动

确定任务

分组讨论

明确要点

对比查找

分析优劣

讲评作品

提高质量

观看细节

指导实操

实时指导

解决难点

紧扣标准

多元评价

视频资源 引出任务任务引入

课前——领取任务单 自主学习

动画展示 虚拟演练任务分析

教师演示 同步录播实操训练

规范流程 实操演练实操训练

制作完成 测试整改实操训练

教师点评 提出改进实操训练

登录平台 总结评价总结考评

课后——平台互动 拓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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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在教学

平台发布导

学任务和资

源，学生进行

课前学习

教师通过教学平台

和微信，发布导学任

务单、上传学习资

源、布置课前测试，

方便学生进行课前

学习。网上查看课前

测试情况，并进行统

计。

学生登录教学平

台，接收导学任

务单、导学课件

和微课视频等教

学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完成课

前测试。

介绍通讯介质分

类及特点，直通线

与交叉线的线序

及应用。突破传统

教学中学生学习

时间与空间限制，

实现了个性化、差

异化的学习。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教学平台、微信群等发布课前导学资

源和课前测试，教师根据测试统计情况，可全方位了解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为后续教学做好准备，课前师生还可以

进行交流互动，讨论课程相关问题。

二、课堂实施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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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1.任务

引入

5 分钟

利用网络课程教学平

台上的网络发展及双

绞线应用的视频资

料,介绍双绞线在网

络组建中的应用，引

入教学任务。

登录教学平台，

观看教学视频，

理解双绞线在网

络组建中的重要

性。

通过观看视频，让学生

深入了解双绞线的广

泛应用和重要性，引出

本次课的任务：如何制

作双绞线。

思政点融入及表现形式：在教学平台上播放“第 44 届世界技能

大赛-信息网络布线”赛项金牌获得者梁嘉伟的获奖视频，激发

学生的自信心、专业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教学平台中的视频资源，讲解双绞线的的

有关知识以及在网络组建中的应用，引入教学任务：如何制作双

绞线。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2.任务

分析

20 分钟

1.总结课前准备阶段

的学习知识。

2.引导学生分组讨论、

进行任务分析。

3.引导学生通过交互

游戏、教学平台、虚拟

实训平台等学习制作

双绞线所需的相关知

识技能要点。

1.在教师的引导

下，分组讨论制作

双绞线的制作过

程。

2.登录平台，对照

课程资源，学习直

通线和双绞线的线

序排列、练习工具

使用、明确制作双

绞的六个步骤，完

成三个知识技能要

点的学习。

教师引导学生进

行任务分析，明确

制作双绞线的三

个相关知识技能

要点：

1.直通线和交叉

线的对应线序。

2.双绞线制作工

具的使用方法。

3.高质量双绞线

标准制作步骤。

思政点融入及表现形式：实际动手制作双绞线前，通虚拟仿真和

VR 技术进行双绞线制作的虚拟演练，节约实训耗材、提高训练效

果，引导学生形成绿色环保意识，并认识到虚拟仿真技术是科技

创新的结果，培养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创新实践能力和立志通过

科技创新造福人类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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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2.任务

分析

20 分钟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 Flash 动画交互式游戏让学生反复练习

T568A、T568B 的线序排列、直通线和交叉线的端子组合，使枯燥

的顺序记忆生动化，提高记忆效果；结合教学平台，让学生把实

际工具耗材和相关技术资料进行对照学习，详细了解各部件的功

能及使用方法，为实操做准备；综合布线虚拟实训平台的动作分

解，学习每个步骤的具体要求，并进行虚拟演练，通过仿真，可

以让学生对每个步骤的操作流程及细节加深印象，同时强化学生

规范操作意识，减少水晶头和双绞线的损耗，为实操做准备。解

决了教学重点。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3.实操

训练

50 分钟

1.按步骤演示讲解双绞

线的制作过程。采用近

焦摄像机同步录制操作

过程并在大屏幕显示，

同时把视频上传至教学

平台，作为学生实际操

作的指导材料。

2.指导学生实操过程的

1.对照标准化的操

作流程单，按步骤

进行双绞线的实际

制作。

2.对制完成的双绞

线进行线路测试、

修整改进、并分组

拍照上传作品图片

至大屏幕，对比寻

将双绞线制作的

技能实操训练分

为四个环节具体

实施：环节一教

师演示，环节二

学生实操，环节

三测试整改，环

节四作品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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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3.实操

训练

50 分钟

错误和不规范操作情

况。

3.引导学生按双绞线质

量评价要点评价各作

品，提出改进措施。

找各自作品的优势

与不足。

思政点融入及表现形式：在实操训练过程中，引入 GB50311 综

合布线系统设计规范和 GB50312 综合布线系统验收规范，下发任

务操作流程单，作为实践操作标准，实现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对

接。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近焦摄像机同步录播教师操作过程和学生

测试整改过程，通过希沃助手投影到大屏幕，学生可清楚观看操

作细节、并能实时互动，解决教学难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学生登录教学平台，对照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制作高质量的双绞

线，对照技能评判要点进行作品性能优劣的评价、并进行改进和

提高。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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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4.任务

总结

15 分钟

根据学生课前测

试、课堂考核以及

技能训练情况进

行成绩评定。

登录教学平台，完成

随堂考核，完成小组

评价。

多元化考核，成绩由课

前测试（10%）、随堂考

核（20%）、小组评价

（20%）、教师评价

（50%）四部分组成。

思政点融入及表现形式：在双绞线测试整改和作品点评教学环

节，下发技能要点等级评价表，对双绞线制作过程中的剥线、理

线、剪齐、压线和测线五个步骤制定精准定量评价标准。培养学

生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规范操作意识；敬业、精益、专注的劳

动精神和职业素养。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教学平台，进行随堂考核，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加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全方位的评价手段，采用过程考

核，兼顾理论与实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课后拓展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后拓展

1.通过教学平台发布课

后拓展资料。

2.通过教学平台进行在

线互动交流、在线答疑。

1.登录教学平台，

学习 6 类双绞线及

其制作和双绞线质

量的简易识别两个

课后拓展学习任

务。

2.在拓展学习过程

中，可以通过平台

进行互动交流。

1.通过课后拓展

资料学习，巩固

课堂学习成果。

2. 扩 大 知 识 范

围，提高应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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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教学平台中的课后拓展教学资源，帮助学

生开展拓展学习，巩固课堂学习成果；通过教学平台、QQ 群、微

信群等提供课下互动；为后续课程教学打好基础。

教学效果

通过教学平台上播放“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赛项金牌

获得者梁嘉伟的获奖视频，引入教学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名族自豪

感和专业认同感。学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仿真软件、专业教学资源等教学

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实现了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开启泛在学习新模式。

在任务实施过程中，以任务驱动为主线，动画交互使枯燥的线序排列生

动化，提高记忆效果；虚拟仿真分解步骤流程、规范操作细节，减少实训耗

材损耗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学生对照教师示范操作视频和任务

操作流程单，分组实操、绘制思维导图并展示讲解，相互启发、探究解决方

案，熟练掌握双绞线的制作步骤和技能要点，有效解决教学重点。实操过程

中，虚拟演练实训平台、动画视频和基于国家标准的技能要点，实现理虚实

一体的教学模式，实时录播方便教、学、做的顺利实施，加深学生的规范操

作意识，提高双绞线制作质量，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规范操作意

识和工匠精神，突破教学难点，达成教学目标。

依托教学平台的过程考核和多元评价，实现全员、全过程的信息采集，

及时调整教学过程；信息化教学的实施，使学生作品的成品率、优秀率、学

生满意度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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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教学过程导图

明确

目标

课 后

拓 展
教学平台

交流互动

教学

延伸

课后

拓展训练

查 询

统 计

分 析

交流

回顾

知识

熟悉

流程

完成

测试

讨论

交流

课 前

准 备

学 生教师

课 堂

实 施

任务引入

（明确任务要求）

任务分析

（确定要点步骤）

总结考评

（达成教学目标）

实操训练

（突破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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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学习任务单

学习任务单

项目: 通信介质及组件 姓名: 班级:

任务: 双绞线及其制作 学号： 组号：

课前：

1．从网络课程平台下载本任务单并完成预习内容。

2．完成网络课程平台上的预习答题。

3．有问题及时通过 QQ、微信、邮件、课程互动论坛等进行讨论或与教师互动。

课中（2 课时）：

1. 听取教师讲解课前学习中的典型问题及项目重要知识点。

2. 对照讲解，观看课程相关动画和视频，深化和掌握重要知识点。

3. 对照视频和操作流程在虚拟实训平台上完成双绞线 RJ45 直通线和交叉线制作。

4. 认真听取教师讲解在实训平台中的典型问题。

5. 领取实训工具和器材。

6. 按照标准完成两根超五类双绞线的制作（一根直通线、一根交叉线）。

7. 通过实训平台或测试仪检测通断情况，自我评价完成质量情况并纪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线序是否正确、剥线是否过长、各线对是否顶到水晶头顶端等。

8. 五人一组相互检查线缆完成质量情况，并进行整改。

9. 教师结合实训情况讲解制作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10.通过教学平台完成课中测试。

11.在网络课程教学平台上完成自评。

课后：

1. 从网络课程平台下载作业和拓展训练并完成。

2. 从网络课程平台下载下个任务的任务单并完成预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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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任务操作流程单

任务操作流程单

学习项目: 通信介质及组件 学习任务:双绞线及其制作

学习目标：能正确使用相关工具完成双绞线跳线的制作与测试

一、操作流程：

选线。选线也就是准确选择线缆的长度，超五类 0.5米左右。

剥线。利用双绞线剥线/压线钳（或用专用剥线钳、剥线器及其他代用工具）将双绞线的外皮剥去 2-3

厘米。 注意：不能伤到线芯。

理线 。按照 EIA/TIA568A或 EIA/TIA568B标准排列芯线。

剪齐 。在剪线过程中，需左手紧握已排好了的芯线，然后用剥线/压线钳剪齐芯线，芯线外留长度不

宜过长，通常在 13mm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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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操作流程单

学习项目: 通信介质及组件 学习任务:双绞线及其制作

学习目标：能正确使用相关工具完成双绞线跳线的制作与测试

插线。插线就是把剪齐后的双绞线插入水晶头的后端

压线。压线也就是利用剥线/压线钳挤压水晶头。

做另一线头。重复 2-6 步骤做好另一个线头，在操作过程同样要认真、仔细。

测线。如果测试仪上 8个指示灯都依次为绿色闪过，证明网线制作成功。还要注意测试仪两端指示灯

亮的顺序是否与接线标准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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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操作流程单

学习项目: 通信介质及组件 学习任务:双绞线及其制作

学习目标：能正确使用相关工具完成双绞线跳线的制作与测试

各步骤总结图：测线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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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操作流程单

学习项目: 通信介质及组件 学习任务:双绞线及其制作

学习目标：能正确使用相关工具完成双绞线跳线的制作与测试

二、技能评价表：

内容 技能标准
评价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剥线
剥线长度大约 20-30mm。评判要点：注意观测不能伤及内线
绝缘皮，绝对不能点破或剪断。

理线
正确分开 4 个双绞线线对，并按照线序排列。评判要点：外护
套在理线前应线套入双绞线，注意直通线和交叉线的线序不能
拍错。

剪齐
理线完毕，左手捏紧，右手利用压线钳剪齐双绞线，剪切之后
露出来的线对长度大约为 13mm。评判要点：终端要齐，长度
适中（13mm），对照规范 GB50311。

插线
线对在 RJ-45 插头头部能够看到铜芯，外护套应进入水晶头
内。评判要点：水晶头正反面不能错，线与线槽一一对应，注
意全方位观测铜线要抵到线槽顶端。

压线 动作规范、迅速、准确。评判要点：探针完全刺破双绞线芯线。

测试
测试仪器显示线缆连接正常，若出现任何一个灯为红灯或黄
灯，都证明存在短路或者接触不良现象，注意交叉线的灯亮顺
序，1-3；2-6 对应闪亮。

总体
测线前应重复 1-5 步，完整做完两条线，1-6 步评价是针对两
条线四个水晶头完成质量的评判。除测线正确外，整体美观符
合规范。

综合评价

三、常见错误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