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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技能训练的三种方法 

曾飞 高级讲师 

  综观当前企业中岗位技能训练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三种常用的、有效的

训练方式：分层递进训练法、超循环训练法和板块训练法。它们分别适用于

复杂技能系统的独立工序、技能结构简单的流水工序、以及技能明显可以分

解为几个模块的半流水性质的工序。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选择相应的训练模

式，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将有利于训练效果的明显提高。要做到这一

点，就需要从唯有集中课堂教学才算培训的旧观念和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

建立现代的全新的观念和训练模式。  

一、分层递进训练法 

  对于不同特点的工作岗位，应当采用不同的训练方法。针对岗位技能系

统比较复杂，工作相对独立的工种，采用分层递进训练法效果甚佳。所谓分

层递进训练法就是依照系统技能自身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的特点，从基础性

的单元技能的训练开始，依次递升，进入高一层次的训练，分阶段完善岗位

操作技能。譬如 维修钳工的技能训练，先从锯割、堑削、挫削、研磨、钻

扩、攻丝、套牙、平面划线、测量等基本功的训练及考核入手，然后进行本

岗位特有的专项技能训练，最后进行本岗位的综合性训练。 在分层进行技能

训练的同时，知识基础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应同步进行，其

中职业道德的培养还应当在技能训练的过程中，用师傅的表率作用去影响学

员的职业态度，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和浓重的质量意识。  

二、超循环训练法  

  对于流水作业，操作技能相对比较简单的工序，适宜采用超循环训练

法。 所谓超循环训练法就是受训者的岗位技能在：标准——操作（练习）—

—考核 的循环中不断提高。同时辅以必要的知识基础、思想政治和职业道

德教学。这种训练法的特点是，在对岗位操作技能进行动作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操作标准，培养模范操作者或制成分解动作录像带，用以让受训看模

仿，然后在工作岗位上长期进行个别训练，提高操作水平，并依靠定期的操

作考核来评价操作水平的提高是否已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后进入新的一轮

循环，未达到着重复进行原有的循环。以便保证流水线操作水平的不断提

高。 这种图式就是超循环论所描述的图式。通俗他说也就是我常争论的鸡与

蛋的哲学问题：鸡的物种的进化，是在蛋与鸡的小循环中向前发展的。小 循

环是具体的、微观的过程，不应当与物种发展的宏观过程中的蛋与鸡的谁先

谁后的问题混为一谈，具体的事例中，先得蛋，就是蛋先；先得鸡，即鸡

先。类似的在应用此法进行训练中，先制定标准还是先考核，或许先操作都

是可能的，其根据是受训对象的具体情况，而不应抽象地讨论应当从哪一环

节入手才是正确的。例如，有些引进项目，国外已有适用的成熟的操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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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自然可以先从移植标准用于训练入手；又如流水线上已有成熟的操作人

员，也就可以从挑选数名优秀的操作者，对他们的操作进行动作分析，塑造

模范操作者，用于示范，提供操作者操作训练的模仿对象，而开始训练；再

如老企业，工人的操作比较纯熟，当然也可以先从考核入手，然后据以制订

进一步提高的新标准和补差式的培训课程设计；而对于缺乏参照样例的新工

艺流水线，即应当鼓励操作工人在生产中努力熟练，以便选择较好的操作者

做为动作分析的样例。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断环点，流水线工序的训练

才能切合实际，取得实效，这类型的训练，课程开发时间长，示范教学的时

间较短，而工人在操作岗位上个别地进行训练的时间也较长。其中的示范教

学和训练，都可以个别进行，因此也有人称之为“个别训练”，和长期集中

在课堂里进行培训的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人们起初很不容易接受。但现代工

业的发展趋势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陈旧观念，接受切合实际情况的全新观念

及其相应的培训模式。 譬如生产某种电器元件流水线最后一道工序：检验工

序的操作，仅有一种动作——拿放元件，以及凭检测仪表的读 数和指示的波

形判断正次品，同时留意检测仪表是否正常工 作。这种结构十分简单的操

作，技能性却极强，拿放及判别的 速度和准确程度对于不同的操作者差距相

当大，因此通过训练改善技能的潜力也极大。通过对优秀操作者的动作分

析，总结出比较好的操作模式，用行为塑造的方法，通常可以培养出模范操

作者；对他们的操作进行录像和加工，可以形成操作者过程的示范录像片。

无论用模范操作进行表演示范，还是辅以录像的演示，都能很好地为受训者

提供仿效的样例。这种短时间的教学，需要通过当场的在指导下的模仿、纠

正动作来加以巩固，但真正的技能熟练，需要在操作岗位上的长时间的自我

练习和自我调整才能达到目的。练习的效果，则应当用技能考核来检查。而

有关仪表、电器元件的相关知识、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同步进

行。  

三、板块训练法  

  在上述两种极端状态的岗位之外，还存在着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模式。

例如某企业中流水线上的自动车工，就有这种特征。它具有车刀选择、磨制

及安装：进刀齿轮调整；车床日常保养三个模块技能。技能既不是简单到只

有几个基本动作，也不具有非常明显的三层次结构。比较显然的几个特征形

成几个技能和知识板块。我们可以分别对各个技能或知识“板块”分别进行

培训，然后加以组合。因此人视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按板块加以

培训，最后进行少量的综合训练，即能形成岗位的能力。这种办法适应性极

强，不 单操作工人的岗位培训适用，管理岗位的培训也适用。这种办法可以

使适应性培训比较方便地组合，进入岗位资格培训之中。也可以使管理人员

的能力训练更切合实际地开展起来，而不至于陷入书生气十足的不切合实际

的冗长的所谓“系统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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