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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理念打造生动的机加工教学课堂
范有财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围绕学生学习主体地位不够突出、教师持续创新教学方法理念不够坚定、课堂教学气氛不够活跃三大现象，对应地提出了“三

动”课堂教学理念，为开发学生感兴趣的机加工课堂，如何呼应学生关切等指出了新方向，创新性地提出了多种新颖有趣、执行性好、

效果理想的课堂活动形式，真正做到了让学生“玩中学”，“学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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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多听听学生的反馈。当下教学中存在学

生疲于上课，不能认真听讲，应付了事的现象。具体来讲，可以

概括成以下三点。

一是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广泛存在

老师“喂一口”，学生“吃一口”的现象，有的学生甚至只“吃半口”

或者干脆“不吃”。当下，老师教学任务和学生课程任务都很繁重，

可想而知学生能消化吸收多少内容了？

二是教师缺乏持续推动教学改革的坚定理念和创新教学形式。

找不准病灶，便下不对药。找到良药后碍于苦口，又不能坚持喝

下去，顽疾便得不到根治。这就是说，针对提升教学质量这件事，

不能做做样子，也不能想起来就刮一阵风。有许多老师，参考某

教改案例创新了教学形式，但仅限于一两节课，后续又走起了老

路子，教改效果不明显。

三是师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要么整堂课只有老师在讲，

要么直接把课堂交给学生。在课程呈现的时候就比较死板，甚至

忽略课堂实际，学生对教学内容能不能理解，知识点需要细讲还

是一遍带过，完全取决于教师的想法而不是根据课堂中学生的反

应来实施教学。一些老师采用把课堂交给学生的方法，由学生去讲，

老师查漏补缺，一定程度上与学生存在一些互动，其实存在问题

颇多。学生没有备课或者备课不充分，课堂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老师再去查漏补缺显然时间不够，只能草草结束。

一、“三动”教学理念的提出表 1 形位公差及其符号

在教学创新中，首先要认清现状并分析问题，再提出目标和

方案，一以贯之。针对上述三点现状，笔者与许多老师交流后发

现上述三点的原因存在着内在联系。由于提前备课的缘故，就容

易陷入备课的框架，老师打的是有备之战，而学生大多没有预习

的习惯自然只能被动挨打，在节奏上并不相适应。另一方面，部

分预习了的学生听课时有选择地去听讲授的内容，对于老师讲的

难度较低的内容会不厌其烦。授课方式上不够新颖有趣，调不起

学生的主动学习的热情。教学方法又缺乏与学生的互动，无法持

续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内容上来。对此，我们分析了青年

学生喜欢玩游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发现游戏具有三大特性：

玩家主观能动性，内容生动性，人机互动性。那么如何教学是否

也能借鉴游戏的特性呢？答案是可以的。

教学有固定的内容，但没有固定的形式。根据不同的内容，

可以创新出不同的、与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及授课形式。授课

形式最好能借鉴当前流行的、活跃的活动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以吸引特定年龄段的学生积极融入进来。例如，形位公

差包括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而位置公差又包括定向公差和定位

公差，具体包括的内容及公差表示符号如表 1 所示。对于这些公差，

许多同学叫不上来名字，更不能明确说明其含义，原因不单单在

于日常缺乏训练，更在于课堂上老师没有花足够的心思去引导学

生去理解。笔者认为，要取得良好的授课效果在于 “三动”：一

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二是塑造教学内容的生动；三是增强课堂

师生互动。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是增强其学习体验，加深理解，强

调其学习主体的地位；塑造教学内容的生动是吸引学生参与进来，

进行下去，是对授课主体的引导作用的要求；增强师生互动，目

的是掌控课堂发展方向，保持课堂气氛活跃，靠的是课堂形式的

约束。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良性循环，如图 1 所示。

图 1“三动”课堂教学循环图

二、“三动”理念的课堂实践

（一）符号识记类知识点适合“你画我猜” 

例如，针对图 1 中的 14 种形位公差的教学，我们可以采用青

少年热衷的综艺节目里常见的“你画我猜”的游戏形式。具体地说，

可以将“直线度”“平行度”“同轴度”及“圆跳动”等 14 项形

位公差的名称逐一制作成单页的幻灯片，每一页设置一定的播放

时长，如图 2 所示。每两人编为一组，参与“你画我猜”。在播

放幻灯的过程中，一人（称为“马良”）面对投影仪，组内另一

人（称为“孔明”）背对投影仪并面向“马良”。“马良”根据

看到的内容，采用画画的形式去引导“孔明”在规定时长内猜出

幻灯片上的内容。“马良”绘制公差符号准确，“孔明”猜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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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名称，小组计 2 分；如过程中只某一个人正确，则小组计 1 分；

两人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准确绘制并猜对内容，小组计 0 分并进入

下一张幻灯，直至结束。

图 2 形位公差之“你画我猜”

（二）文字概念类知识点适合“你来比划我来猜” 

对于形位公差这点知识来说，充分理解含义相当重要。能让

学生深入理解形位公差的活动形式，可以运用“你来比划（描述）

我来猜”。如图 3（左）所示，当“马良”看到幻灯片上打出“直

线度”字样的时候，如果他能完整地描述出直线度含义的话（符

号为一短横线，是限制实际直线对理想直线变动量的一项指标，

它是针对直线发生不直而提出的要求），说明他已经掌握这个公

差概念了。而如果“孔明”能不等“马良”说完就猜对公差名称，

则说明“孔明”也掌握得很好了，他们一起节约下的时间可以用

来去答更多题目。在这个过程中，幻灯上的提示可以起到两点作

用，一是有效启发“马良”以使其不轻言放弃，二是约束“马良”

描述的方式接近我们教学要求。

图 3 形位公差之“你来比划我来猜”

（三）易混淆的符号类知识点适合“大家来找茬”

如图 4（左）所示，老师可在一个画满斜箭头（圆跳动符号

和全跳动符号）的 10*10 的方格里，让各个小组学生开始找茬。

首先能准确说出其名称“圆跳动”记 1 分；其次能正确解释其含

义记 1 分；再次找出里面所有的不同符号（可能是 1 个或者多个），

找出部分不同记 1 分，全部找出记 2 分；最后能将找出的不同符

号含义正确解释出来记 1 分。

图 4 形位公差之“大家来找茬”

（四）加工工艺类知识点适合“斗地主”

5 种常用的机械加工方法，分别是“车、铣、刨、钻、磨”。

在这五种加工方式下又有许多细分方式，应用于不同的加工过程。

铣削中又有铣平面、铣直槽、铣成形面及铣齿轮等等。钻销中又

有钻孔、扩孔、铰孔、锪锥孔、锪柱孔及攻螺纹等等。我们可以

将这些类似的加工方法的图片制作成扑克牌，开发一种近似“斗

地主”的游戏。例如，当游戏中一方打出“车削类”卡牌时，其

他玩家只能相继打出属于该类别的卡牌，当其他玩家手中无此类

牌时，该玩家可以开启新一轮出牌，比如“钻孔类”卡牌。玩家

也可以“三带一”（比如三张钻削类卡牌带一张其他类卡牌）、“四

带二”等类似于斗地主的方式出牌，也允许四张及以上同类卡牌

可以“炸”。为了增强实际操作性和起到教学作用，相同张数的

出牌先后之间不比大小等等规则都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制定和

更改，但牌面上只呈现图案，玩家出牌时必须能准确说出与图案

相应的加工方法名称，否则不能打出。为了增加卡牌的流动性和

趣味性，允许玩家向其他玩家“借牌”，这样其可以有机会凑出“三

带一”“炸”等方式把手中的残牌盘活，其他玩家可以选择不借

出或趁机借出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卡牌。当所有玩家手中都有叫不

出名字的卡牌时，允许向老师求助，每求助一次手中增加一张卡牌。

最终，先打完手中卡牌的玩家获胜，整个游戏的重点在于要求玩

家每出一张牌都能说出其卡牌含义，让学生在“斗地主”过程中

将加工方法记入心入脑，是创新的、能快速识记从而达到教学目

的的教学手段。

三、效果评估及改进

当深入推进教学改革的思路打开时，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

法会不断涌现出来，这个时候关注重点就要放在具体的实践细节

上，我们在上述活动实践中总结了如下经验：

（一）游戏内容及规则在构思时要考虑到课堂的时间及教学

进度安排。

（二）游戏进行中教师应做好学生表现的记录工作，以判断

学生个体的知识掌握程度。

（三）做好日常开卷考评、重难点温习等对学生的考查工作，

以及时巩固学生基础。

在记录学生表现过程中，也要注意游戏的执行情况，可以不

断改进其形式和难易程度等。有的学生容易受挫折，这时候要通

过降低知识点难度和简化规则的方式多给予其鼓励，等几节课下

来这些学生适应之后，再逐渐使他们参与更具挑战性的活动中来。

对于喜欢挑战教学游戏难度的和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

让他们帮助老师记录活动表现及提出改进建议等。

四、总结

几节活动课下来，课堂上一改往日的“聒噪”或“死气沉沉”，

学生们和老师都玩得很高兴。基于“三动”理念开发的教学活动

行之有效，学生有新鲜感，老师有成就感，真正做到了学生主动，

师生互动，内容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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