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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布鲁姆理论的《机械基础》隐形分层教学的实践研究
李　扬　朱佳博　翟　栋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机械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智能机械、铁道机修等相关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实践性，以

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为宗旨，对其实施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布鲁姆理论，以学生的学习情况、个人发展、学习效果为中心，

从课程的多个岗位要求出发，根据学生对于本课程的学习需求，创建适合学生学习的多层次、多维度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设计合理的

多层次评价机制。利用职教云平台的统计，从而获得学生数据信息，构建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资源，实现课堂质量的量化评估和知

识点个性化推送。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实现线下集中教学和线上差异化教学相结合，从而有效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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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通过了《高职扩招专项

工作实施方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路径，实现了高

职教育全面覆盖。此举扩大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授课群体，涵

盖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人群的学生。因此，在相同的教室、

相同的班级学生的认知结构、学习爱好、动机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如何既保证正常的教学质量，又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动机的需求，

是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所面临的一个教学难题 -。

《机械基础》课程是智能机械、铁道机修等专业一门重要的

基础课程，该课程覆盖了工程材料与热处理、公差与配合、机械

零件传动、发动机维护保养等知识，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课程内容的专业性较强，在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不考虑学生岗位的需要，认知结构的差异，同一个专业、同

一个班级所有学生采用相同的知识、能力、素质三维教学目标，

接受相同的教学内容。教师只需根据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

讲授。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学生仅仅是一个“接

收器”，无法进行选择。这种教与学的关系，使认知结构较为薄

弱的学生就会成为差生，学习需求不同和有着不同职业规划的学

生，会产生厌学的心理，他们认为学习对工作无用，从而就会进

入一种恶性循环。为解决上述问题，针对《机械基础》课程在教

学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基于布鲁姆分层教学理论，进行教

学模式改革，从而提高我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布鲁姆教学理论

（一）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教育目标分类就是把教学目标由最高类分为几个较低类，再

对较低的目标继续进行分类，形成多层次的系统，从而实现将教

育目标进行系列化，可操作化。布鲁姆首先将教育目标划分为认知、

情感和操作三大领域，再对 各目标进行细化。认知领域从低到高

的教育目标又分为六个层次：知道（知识）- 领会（理解）- 应用 -

分析 - 综合 - 评价。根据价值内化的程度，情感领域的目标分为：

接受 - 反应 - 评价 - 组织 - 个性化五个等级。学生在动作技能等

方面所应达到的目标，包含：知觉 - 模仿 - 操作 - 准确 - 连贯 -

习惯化六个等级。

（二）掌握学习理论

它是一种新型的个别化教学实践，它既不悖于集体教学，也

不是纯粹的个别化教学，在集中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同的个别

化教学，教育实践证明：个别化教学效果显著，但需要耗费一定

的时间和师资；集体教学虽然能在短时期内教授大批学生，但效

果较差，容易产生大批差生，“掌握学习理论”通过特定的程度，

将两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取得较好的效果。该理论的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对学习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决定着新

知识的输入、理解和接纳程度，因此具备必要的认知结构是学生“掌

握学习”的前提。

布鲁姆认为，积极的情感是“掌握学习”的内在因素，要想

成功地学习一门学科，离不开积极的情感。对于能过够主动、积

极学习的学生，会比没有兴趣、主观不情愿学习的学生学得更快

更好。

“掌握学习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反馈—矫正性机制，其学习

策略是群体集中教学并辅以个体学生所需的矫正性帮助。通过评

价来判断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并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和调

整，从而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得到所需的帮助。

二、教学目标和教学资源的梳理

在承认和尊重每位学生个体差异的同时，对学生的发展充满

信心，教师通过内在尺度的把握，以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

为指导，根据学生认知结构的差异、学生学习动机的不同和职业

规划的方向，将学生进行分层；打破传统的以学生成绩好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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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弱对学生进行优、良、中、差的分类和分级。课前，教师首

先在云课堂上发布本节课的调查问卷，通过后台统计数据，来进

行备课，并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制定符合学生需求的个性化教

学目标及的教恰当的教学流程。教学设计需要满足大多数学生学

习的需求，以学生工作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要求为基

础，设计多个教学情节和活动，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通过视频、

动画等资源，机械基础实训平台，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

过集中教学，完成课上的教学任务。课后，利用职教云平台，完

成个性化推送，扩大知识面，达到不同水平层次学生学习的需求，

满足为学生的“掌握”而教的目的。教师还需对学生的成绩及时

进行评估，建立以达到学生职业能力为评价标准的多层次、多维

度的及时、有效的评价、反馈机制；采用形成性评价、增量式评价、

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多种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教学精准

化和学习针对性，有效的推进隐形分层教学的实施。在每一个教

学模块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反思，对后续的教学过程进行优化，

为扩招班的其他课程改革提供一定的指导。

三、教学实施路径

在分层教学模式下，结合施工装备技术的发展，紧密对接岗

位需求，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将

教学任务分为七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由案例导入、任务分解、

基础理论模块、能力提升模块和教学评价模块所组成，遵循学生

的认知规律，符合实践性、必要性以及职业性的要求。以任务三

柴油发动机内部结构的维修与保养为例介绍教学内容及目标的分

层设置。该任务共划分为四个学习活动，学习活动 1 和学习活动

2 为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包括平面机构的运动、铰链四杆机构、

凸轮机构等，为所有学生的必修模块。在学完必修模块后展开基

础知识测评，掌握较好的同学继续进行活动 3 提升模块的学习，

掌握一般和较差的同学通过在线课，基础知识攻关题库继续强化

基础知识的学习。学习活动 4 制定发动机的检修保养方案，先进

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发动机的掌握程度及感兴趣程度，根据

调查情况进行合理有效分组，从而使各小组能够积极有效地完成

任务。通过学习从车上拆下发动机、再分解的基本要求及顺序，

活塞连杆组件常见故障的原因与征兆，画出发动机故障诊断的流

程图。

四、分层教学模式下的教学评价

基于能力本位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聚焦学生职业能力发展

分层进阶开展考核评价，形成多元化的教学考核评价机制。组建

校企导师、行业专家、学生等多元评价主体，设立理论可行、操

作达标、实践创新等多维评价视角，教学环节全程质控，通过智

慧职教、实训平台实现知识、能力全面智评；利用人才素质测评

系统进行智能化素质测评。立足常态纠偏、强化过程性评价，关

注个性化学习与“提高率”，开展增值评价。针对不同层次（依

据学习成绩、知识基础、学习能力等学情进行划分）的生源，初

级能力普遍培养，教学内容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为基础，有效融

入课程思政，要求 100% 学生达到要求；中级能力重点培养，重

构模块化课程知识内容，重点锤炼学生实践技能，满足 80% 以上

学生达到要求；高级能力拔尖培养，以实际项目为载体，全面训

练学生专业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20% 以上学生达到要求。

五、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布鲁姆理论在《机械基础》分层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利用分类进行差异化、多元化、立体化的教学，充分开展了适应

学情的教育方式。利用人才素质测评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全

过程多维考评学生素质、知识、能力方面的学习情况，实现了评

价差异性、及时性和鼓励性，提高了学习兴趣和整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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