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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谈“以工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造” 

在毕业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姜志宏  张晓莉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针对机械专业毕业生存在的问题结合时代对工程师的要求，“以工

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造”毕业设计实践中，对学生工程能力的培

养，教师素质的提高，提出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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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等教育对高校大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以及
专业技能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工程
师，除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并掌握相
关的工程技术，只有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称得上是合格。工
程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对基础性的工程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和操作
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和理解理论，没有实践能力是
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的。然而在高校机械专业的实践教学
环节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工程意识薄弱，对机构及零部件认识不足 机械
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学习经历都是连续的，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
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缺少工程观念。无法将理论知识和工程
实际相结合，教学内容和实际脱节。 

（2）实践环节学时偏少 目前大部分机械技术专业课程实
践环节是 4 学时的实验加 3 周左右的专业课程设计，很快就进入
毕业设计环节。实践学时偏少，能开设的实验很有限，相应的训
练也很有限。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提出将有限的专业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
结合起来，在毕业设计中开展以工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
造，使机械专业学生在专业技术方面得到全面的培养，同时使实
践教学的改革得到深化；青年教师得到锻炼。 

1 “以工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造”毕业设计实践对学
生的培养 

在 2008 年本科毕业设计中，我们有针对性的选择数控火焰
切割机为研制对象，实践能力较强的 4 名同学为专业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主创人员，其中分配一名同学研制火焰切割机机电控制
系统，三名同学完成机械实体的设计与制造。 

在完成毕业设计后，学生小结为“在做毕业设计期间，其中
包括了机构的设计计算部分、实体的加工部分以及 后的论文整
理部分，每个环节都让我深切的感受到以前学习的不足，很多学
过的知识还没有消化，在实际运用当中存在很大的缺陷，同时也
让我深切的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与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发出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感慨，从中我们发现以
下几点： 

(1)重点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重点教会学生自
主学习、掌握科学学习的思维和方法。毕业设计中，我们坚持以
学生为主体。提出问题后，教师教会学生查找资料，设计计算，
操作机床等基本方法和基础知识，其它方面突出学生的主体作
用，这更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及主动工作、积极思考的热情。 

(2)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能力 实践教
学环节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动手
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针对机械专业多数专业课工程应用性极强
这一特点和目前实践环节薄弱的不足，我们利用实验室现有条
件，在毕业设计中让学生将自己的设计变为实物样机，将他们的
理想变成现实，这一切有助于激发他们的热情，增强学生独立工
作，独立思考，独立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更能激发学生将三年

多所学的专业知识、基础知识融会贯通，更好的建立课本与工程
项目的桥梁。 

2 “以工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造”毕业设计实践中教
改问题的探讨 

为培养学生创新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我们采用了“精讲多
练、讲练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毕业设计中具体体现为: 

(1)授课内容少而精 根据工程项目的背景，在选题及书写开
题报告时，做好“破题”工作，精讲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让学生易于理解、掌握和记忆毕业设计的要点。同时给学
生留出一定的思维空间，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毕业
设计中，在教师的主导下，学生创造性的根据现场钢板手工切割
的情况，设计了悬臂结构，以满足从大尺寸钢板上下料的要求。 

(2)适当安排练习时间 在毕业设计中，学生在设计好图纸
后，指导教师认真审阅，做到心中有数；在实际加工中逐步指出
学生设计、操作等方面的有缺点，留出一定的时间安排相应的练
习，允许学生以不同的零件结构，不同的加工工艺，加工同样功
能要求的零件，允许学生出废品，然后比较指出零件结构设计、
工艺设计、技术测量等方面，以巩固和加深所学习的内容。同时
对各种理论方法的综合应用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提高学生综合运
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些教法上的改进，在毕业设计中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3 “以工程为背景”毕业设计实践中对指导教师综合素质的

要求 
在毕业设计中开展以工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造项目，

对学生是很好的锻炼和培养，同时也为指导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
提供了锻炼的舞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 教师为主导  在毕业设计中，教师要较好的把握学生学
习的方向，既要熟知本领域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得到学生在
学术方面的信任和依靠，又要在指导设计中“和谐”的指出学生
设计中的不妥之处。 

(2) 科研项目预研与储备  毕业设计题目要以工程项目为背
景，就需要指导教师能了解本领域内的 新研究动态，有预研或
储备科研项目。以预研或储备科研项目为题，学生更能感受到课
题结合工作实际，感觉到到学有所用。但这也对指导教师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指导教师有较广泛的阅读，能了解本领域
的 新动态；较高的理论素养，能了解所在领域的研究方向，站
在科学技术的前沿；较多的实践经验，能将科研方向与工程项目
结合起来，同时又能给出实现项目的手段和方法、技术支持等。
我们相信这种做法如能坚持下来，教师一定会在教书育人与科研
方面双丰收。 

4 结论 
在毕业设计中，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同学之间协作努力，设

计并制作完成了一台数控火焰切割机样机。这些作品尽管设计方
面尚需完善，制作方面还显稚嫩，控制方面还不完整，但学生很
有成就感的说“我们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这足以证明学生
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机械设计制造锻炼。 

在“以工程为背景的机电产品设计制造”毕业设计实践中，
我们不但锻炼了学生，让他们学以致用，更快的走向社会，成长
为一名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提高了教师综合素质、教书育人
能力及科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