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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层次机械基础课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探究

张国刚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天津　300350

【摘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人才需求多样化，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获得了极大关注。应用

型本科院校，虽其定位为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目标为培养满足产业行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但其人才培养方案存在向

研究型大学趋同现象，专业缺乏特色，致使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以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为切入点，

推动学生实践能力、工程素养与理论知识的同步发展，推进专业建设与发展，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满足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

需要的有力支持和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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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对于机械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属

于一门综合性较高的专业课。本文参考高等院校的培养目

标，联系机械设计课程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教学经验，完善

的相关的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措施和考核方法，希望借助

对于课程的教学改革，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

的个人能力，确保这项课程可以发挥一个良好的效果和价

值。本文分析了机械设计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希望可以

给相关的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课程体系的调整与设置

按工作需求进行整合与重构，在大学一年级将机械制

图、公差配合一部分、计算机辅助设计三门课程整合，另外

将实践课程提前，开设机械零部件加工与测量课程，强调实

践的强化，使 PPT 与生产实际零距离，以此完成大学一年

级的阶段培养目标，学生在学生的同时进行实践操作，在实

践中所接触到的工程图纸以及图所表达的工程语言，通过实

践得到了强化。制造类课程，将机械制造工艺学、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金属切削原理、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具进行整

合与知识重构，去除重复设置的内容，与其相配合的实践课

程有机床夹具设计课程设计和机械加工工艺与机械装配实

习，学生在学过了相关制造类课程后，在校外实习基地进行

制造实习，可以更系统地运用所学知识，同时实习也对课堂

做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有益补充。设计类课程，将机械设

计、公差配合一部分、液压传动、机械装备设计、机械设计

课程设计加以有机整合，以解决学生学了课程不知道如何运

用的尴尬局面。

2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面临的现实问题

2.1 人才培养定位模糊

如今人才培养方案属于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中需要掌握教学目标，合理地定位教学培训，正确设置教学

计划，落实相关的理论内容。如今高等院校持续发展和进步，

越来越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不过对于基础理念和培养没有

达成一致，对于课程的设置主要就是参考传统的人才培养方

案，人才培养不够特色，如此很难满足市场的相关需求，毕

业生在就业的时候也不具备竞争力。

2.2 忽视工程实践能力与素养的培养

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于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也跟从事

科学研究的人才一样培养，教育教学工作主要是传授学科专

业理论。而现代企业更多的是缺乏能够灵活掌握学科专业知

识、具备良好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构建创新性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学生工程基本技能训练，已

经成为当下应用型本科院校面临的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2.3 教学改革动力不足

学科专业的学术成果、科研产出仍然是应用型本科院

校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教师考核的主要依据。教师主要精力

都在科学研究中，教学工作更强调学科经典理论，往往不太

重视学生实践能力与工程素养的培养。甚至高校自身在引进

人才过程中，更多会将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作为应聘者的考

核标准。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教师教学改革研究动力不足，

学生所学非社会所需，“企业用工荒学生就业难”也是屡见

不鲜。

3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原则

3.1 坚持产出为导向原则

贯彻“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工程

教育理念，认真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机械工程

专业学生的就业行业及岗位面向，分析职业岗位所需具备的

知识、能力与素养，按照培养目标重构人才培养方案。由学

生未来职业发展确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由培养目标与要

求构建前后衔接、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最终每门课程都要

对实现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有确定的贡献。以产出为导向原

则，体现了工程应用型人培养的高等教育价值观，符合人才

培养目标与定位。

3.2 时代性原则

如今需要积极地开展科技和产业革命，掌握新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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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的发展需求，设置和这些内容相联系的新课程体系，

培养更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这属于高等工程教育的主要内

容。现阶段需要掌握社会的发展需求，机械工程专业人才需

要解除专业的限制，改进学科布局，增强学科之间的联系，

通过创新和改革，确保可以设置更加健全的工程教育体系，

这属于未来主要的发展趋势。

3.3 突出特色性原则

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考虑学校特色

与资源、院系专业特点、专业改革和建设成果、学生的学习

特点和发展需求，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凸显专业特色和人才个

性化发展。提升高校的竞争优势。

4 教学方法改革

4.1 学习兴趣培养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需要高度重视对于学生学习

兴趣的培养，其中能够选择借助一些教学策略来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其中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能够选择给学生推荐和

机械工程相关的书籍。学生在经过阅读之后，可以获得更多

的专业知识，对于机械设备保持一个合理的认知，最主要的

就是对于教学保持较高的兴趣。不仅如此，在教学的时候，

教师需要掌握学生的相关需求，营造一个良好的 学习气氛，

其中可以选择组建小组的方法来进行讨论，讨论之后，老师

做出评价和指导，促使学生积极地参加学生的过程中。

4.2 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不同将带来教学效果上的很大差异。例如，

第一章讲述机械设计的基础知识，主要是介绍一些基本概念

和基本理论。这部分内容可以分配给学生，让学生课下查阅

资料，课上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这样，

可以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对于齿轮传动以及轴承等章节，是机械设计课的核

心内容，涉及的计算比较多，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困难。

教师可以在讲授前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通过板书将重要计

算公式进行推导。

4.3 与科研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只是在课堂上谈机械的设计

理论和方法，学生会觉得很抽象，理解比较浅显。将教学与

科研相结合，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

在学习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教师可以

在授课过程中，以自己做过的科研项目为例，分享一些科研

经历。为学生讲解在科研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工程问题，怎么

寻求的解决方案，运用了哪些机械设计课程中的理论和方

法，使学生更加了解这门课的意义，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5 结束语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未来应用型本科

高校需要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更多的创新型工程人才。探索实

施机械类专业基础课课程体系改革，能够适应新时代国家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对我国产业转型和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娓娓 , 刘胜荣 , 汪洪峰 , 褚园 , 蒲家飞 . 应用型本

科院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思路的探索 [J]. 黄山学院

学报 ,2019,21(05):114-116.

[2] 王利 , 苑丁杰 , 石银 . 应用型本科机械类专业“3+1”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J]. 内燃机与配件 ,2019(19):251-

252.

[3] 冒爱琴 .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机械类高水平专

业人才职业素质培养探析 [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9(19):

115-117.

[4] 张迎伟 , 吕晓军 , 何洁 . 应用型本科机械专业“工作坊”

式实习模式探究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8,27(12):154-157.

[5] 刘荣娥 , 胡树山 , 齐文港 . 基于能力导向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机械专业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研究 [J]. 内燃机与配

件 ,2018(23):245-248.

[6] 王利 , 刘睿 , 莫玉梅 , 黄永杰 . 面向新工科的应用型

本科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J]. 内燃机与配件 ,2018

(23):248-249.

[7] 张盼盼 , 张秀山 , 吴凤彪 , 吴浩 , 李传馨 . 新建本科

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山西能源学院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为例 [J]. 教育现代化 ,2018,5(48):8-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