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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项目分解图 图 2   本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模块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机械专业教学改革初探

【摘     要】

【关键词】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做中学”理念导引下，结合本校校情和机械工程专业特点，率先在相应课程中实施“做中学”、“讲

中学”等课堂环节，并逐步将相关课程融合，深入推进课程改革，2017 年，随着新工科提出，引入 CDIO 工程教育理念，结合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CEEAC)，以课程模块化形式推动教学纵深改革。

工程教育；课程改革；CDIO

一、课程初步改革—“做中学”、“讲中学”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做中学”理念导引下，以我校向应

用型本科院校转型为契机，结合机械工程专业特色和我校学生学情
特点，尝试摈弃传统教师唱独角戏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和填鸭式、报
告式授课方式，在本校机械工程专业《工程测试技术》课程中开展“做
中学”、“讲中学”授课方式，注重调动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度，
发挥学生主体性。

在新工科先进理念引领下，在初步改革良好成效驱动下，将
CDIO 工程教育理念本土化、具体化 [9-11] ，扩大教学改革范围，在
本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寻找合适的课程和切入点，初步形成
各学期模块，主要以 C（构思）为前提，以 D（设计）为主，经过
案例设计和实物制作实现 I( 实现 )，让学生将工程基础知识尽可能
融入具体项目，深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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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学”环节，教师根据学生已有专业理论基础、实践认知
水平、学习能力强弱和团结协作精神，以“高低搭配、强弱混编”
为原则进行科学巧妙编组，将理论教学与实践动手相融合，将课堂
搬入实验室，要求学生以本课程知识为核心，以其他纵向、横向相
关课程为依托，制作能实现预定测试功能的实物装置，在动手过程
中理解、深化理论知识。“讲中学”环节，将各类传感器在测试系
统中的应用作为细化课题，安排学生以分组形式自主搜集应用案例、
整理资料、制作 ppt 并讲解。
二、新工科背景下教学纵深改革

CDIO 工程教育理念是近年来工程教育改革的一大成果，但
CDIO 标准更倾向于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1-3]，为此，中
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CEEAC) 应运而生，CEEAC 更加灵活，更容
易获得，CEEAE 认为大学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自己
的细分能力和大纲，更加强调学科的有用性，要求学生毕业能力介
于 CDIO 范畴和细分能力之间 [4-8]。2017 年，中国为主动应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提出了新工科，新工科既包括应对新兴产
业的新建本科专业，也包括传统专业的升级改造，强调学科的实用
性、交叉性与综合性。

在本校机械工程专业学生中，逐步形成了以《模具设计与制造》
为核心的模具模块、以《工程测试技术》为核心的测试模块、以《可
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为核心的控制模块以及以《solidworks
软件实训》为核心的设计模块。各模块课程体系包括三至四门主体
课程，各子课程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内容存在交叉和重叠现象，有
些偏向理论，有些偏向应用，经过模块组合，以项目 / 产品为导向，
避免重复性讲解，将时间冗余出来实施具体项目 / 产品设计，通过“动
手做”、“做中学”、“讲中学”更加强调主动性、构建性的学习方式，
学生对知识理解和接受程度大大加强。

除了模块化、项目式、实践式的工程教育环节外，为了更好更
全面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与收获，在理论教学环节，教师改变传统
授课方式，采用学生乐于接受、感兴趣的教学方式，创新课堂教学
模式，将多媒体、移动化等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于课堂，其中蓝墨
云班课就是一款能够在互联网云平台环境下开展移动教学的助手
APP，它具有资源管理、成员管理、课堂活动设计等功能。利用蓝
墨云班课，对教学目标与重难点、教学策略、教学过程、学习评价
过程重新设计，争取做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育人 [12]。

同时，以创新考核来强化、深化课程改革教学效果，建立学生
学习全程评价机制，考核评价方式不再是单一卷面考核，学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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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死记硬背理论知识，避免严重的“考前背，考后忘”应付现象，
将“做中学”、“讲中学”过程和结果量化打分，作为期末成绩组
成部分，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

通过“教”、“做”、“讲”和“考”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学生
学习兴趣，形成学生“专注学习、快乐学习，动脑学习、动手学习”
良好氛围，真正引导学生利用掌握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让学
生享受到动手创作带来的成功和喜悦。
 三、存在的问题

从“老师满堂灌”传统教学模式到“师生共同参与、充满对话”
新型课堂教学模式，从纯理论讲授到动手动脑全程参与，这种改革
总体上契合现在学生特征：90 后学生大多是网络原住民，他们习
惯借助于网络等多种方式获取资料、信息，他们不喜欢长时间久坐
学习，不习惯阅读枯燥的教材，喜欢参与式、体验式学习方式。但是，
移动互联网在提供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弊端：学生习用成
堆堆砌的信息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缺乏主动性和构建性，长期这样，
学生会丧失创造性，丧失思考能力，丧失自我。

另外，在分组完成课堂活动环节，部分学生只坐享成果，不参
与过程的情况时有存在，缺少团队意识和自我奉献精神，自我价
值观念淡薄，责任感缺失，主动学习能力较差。而文化历史因素，
价值感，批判性思维等正是 CDIO 大纲中所提出的工程师必备的
素质 [13]，也是新工科提出的专业综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四、 结语

教学改革的经历告诉我们 , 每位教师应该将培养适合工业生产、
社会需求，人格完善、能力强、有价值感、有责任感、有自我认知
能力、全面发展的学生作为自己的教育责任。

为此，在理论研究、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为改善目前课程
教学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教学改革实效，提出了
适合本校本专业的 OVC-CD 培养理念，即将责任（Obligation），
价值（Value），意识（Consciousness）等学生综合能力要素融
入培养过程，同时，重新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课程设置、
重构课程大纲和教学内容、注重实训实习、成果评价等相关环节。
今后，我将继续以此为中心，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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