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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研究 
◆王蹐尹  杨小林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长沙  410129） 

 
摘要：《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是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机械运用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改革传统教学理念，遵循“三
个迁移”项目化教学理念，从现代学徒制学习认知规律出发，引用生产
实际案例情境开发课程项目，进行教学改革，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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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家教育部提出了一项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现代学徒制，全国各地高校开展了新一轮课程教学改革，
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我院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不断改革创
新，于 2018 年申报成功第三批国家试点单位。在不断的改革实
践中，《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摸索出一套较为合理
的课程教学模式，完成“由知识学习向能力培养迁移、由以教师
为中心向以学生中心迁移、由成绩产出向成果产出迁移”的“三
个迁移”法项目化教学改革，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教学
效果。 

一、课程项目任务设计 
我院为由三一集团投资创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依

据工程机械售后服务产业链技能要求，结合我院特有的办学条
件，遵循项目化教学对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进行了全新的
项目设计。 

项目开发以工程机械发动操作保养、零件检测、装配调试及
故障分析为技术主线，结合现代学徒制特点、工程机械售后服务
产业链技能要求及湖南省工程机械运用专业技能抽考标准，共开
发了三大模块、二十个项目情境任务。 

表 1  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项目任务表 
工程机械发动机操
作与保养 

机典型零件检测 典型故障分析 

1-1 发动机使用与
认识（2 课时） 

2-1 气缸盖平面度
检修（6 课时） 

3-1 起动异常故障分
析（6 课时） 

1-2 清洗空气滤清
器（4 课时） 

2-2 气缸套检修（6
课时） 

3-2 动力不足故障分
析（6 课时） 

1-3 更换柴油滤器
（6 课时） 

2-3 活塞环三隙检
测（6 课时） 

3-3 烟色异常故障分
析（6 课时） 

1-4 更换机油滤清
器（6 课时） 

2-4 活连杆组安装
（6 课时） 

3-4 油压异常故障分
析（6 课时） 

1-5 更换防冻液（6
课时） 

2-5 气门研磨（6 课
时） 

3-5 水温异常故障分
析（6 课时） 

1-6 检测发动机皮
带（6 课时） 

2-6 机油泵检修（6
课时） 

 

 2-7 节温器检修（6
课时） 

 

 2-8 预热塞检修（6
课时） 

 

 2-9 气门间隙调整
（12 课时） 

 

二、课程项目教学实施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学遵循学科理念体系，《工程机械发

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先讲工作原理，总体结构组成，然后延伸
至各大机构系统的方式进行教学，在大量理论基础的灌输下，高
职学生已经提不起学习兴趣，所以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鉴于大量的失败案例，工程机械发动机教学
小组采用了全新的教学方式。 

第一，重新规划，打破现有的学科体系教学模式。借鉴现代
学徒制培养理念及集团服务工程师培养体系，把本课程分为工程
机械发动机操作与保养、机典型零件检测、典型故障分析三个阶
段进行培养学习，从而满足人的认知事物的规律，从简至难，让
学生重识学习的信心，同时也能熟悉今后的工作岗位任务。 

第二、做中学，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调动学生兴趣。在传
统学科体系教学中，我们一贯是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教学模式，学

生学好理论后，再进行简单的论证实践，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老
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做，这样一来，学生心中就一直存在一个问
题，即“为什么要学，学了又能做什么？”对此，我们改变传统
学习模式，从完成实际工作项目中引导学生学习。将课程变为若
干真实的工作项目，以任务驱动学生学习，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
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引入理论进行支持，做到“项目能
用，理论够用”的教学模式，解决学生“为什么要学，学了又能
做什么？”的根本问题，从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第三、巧用学生，进行学生互评监督的教学管理。项目化教
学开展 大难度在于如何管理及调动学生。为此，借鉴现代学徒
制管理模式，将班级学生分成 6-8 人的学习小组，由小组成员推
荐小组长，教师重点管理组长，组长管理组员的方式进行实践管
理，教学过程中，为让学生更好完成操作练习，教师事先完成教
学演示视频的录制，并编好项目任务书，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发放
给每一个学生，学生对照操作练习，教师集中解惑，各组之间互
评项目成绩，从而，让每个学生都是参与课堂的管理，在培养学
生管理能力的同时，解决课堂难以管理的难题。 

三、课程考核评价 
由于教学模式发生改革，课程考核方式也重新做了考量，本

课程不在注重学生的理论成绩，由成绩转向成果进行考量。 
《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考试可采用平时成绩

(权重 30％)+项目考核（权重 40%）+实训考试(权重 30%)形式组
成。项目考核、实训考试内容由工程机械发动机操作与保养、机
典型零件检测、典型故障分析三大项目组成，项目考核按各项目
评分取平均成绩，实训考试按三个总分 3：6：1 的比例组建试题
库，由学生抽取技能试题库进行考核。 

表 2  课程成绩结构表 
名称 考核要点 比例 

平时成绩 日常考勤及课堂表现情况。 30% 
项目考核 项目实施练习及实操报告。 40% 
实训考试 按学生抽取技能试题库进行考核。 30% 
四、课程教学特点 
根据学院“353 三有”人才培养理念，结合项目化教学改革

“三个迁移”基本要求，《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在
不断的项目化教学改革中，形成课程任务项目化、项目情境真实
化、知识结构碎片化、学习模式立体化的"四化"教学特点，具体
如下： 

1．课程任务项目化 
本课程教学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以三一集团服务工程师培训理
念入手，结合学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从产业链、业务链、技术
链三个层面调研分析，对《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知
识体系重新规划，将课程划分为工程机械发动机操作与保养、机
典型零件检测、典型故障分析三个模块，并建立二十个独立的工
作情境任务，实施教学，以技能为主、辅以相应体系理论知识，
重新构建课程知识体系，做到符合发动机认知规律、由外及内、
由简至繁、提升学生的学生实际技能。 

2．项目情境真实化 
借助三一集团的雄厚实力。课程项目化教学以三一集团服务

体系工作流程、设备的真实故障案例，用实际工作情境为载体，
培养学生发动机维保技能。教学设备均为三一设备服役发动机机
型，从而做到了真正意义的真实化情境。 

3．知识结构碎片化 
根据人类学习的有效时长规律，将真实工作任务分解 15 分

钟左右的学习与训练的小任务，以小任务为单位组织一体化教
学，从而缩短项目训练时间，便于掌握知识与技能，同时也便于
开展微课，MOOC 教学。 

4．学习模式立体化 
本课程已在网络上建立了资源完善并更新快捷的课程网站，

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学习资料，进行自主性、探究
性的学习，并可通过课程网站的自测系统，检验学习情况。后续
将开发网络信息沟通平台。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
共享性、超媒体、大容量等优势，建全立体化学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