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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电产品为导向的多学科综合实训平台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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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分析了当前工程技能训练教学中存在各实训模块独立培养，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造成学生综合运用能力欠缺、多学科

融合能力不足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采用项目制教学为基础，以机电产品为导向搭建多学科综合实训平台，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教学研究。教学过程以典型的机电产品设计为导向，整合、关联各实训内容，并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平台，开展项目制教学。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学生从纯机械加工解放出来，以产品开发设计的角度开展团队协作下的多工种加工，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不

断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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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随着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对于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工程

技能训练是高校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技能训练是我国

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

情并独具特色的校内工程实践教学模式。工程技能训练传统教学

模式中，教学方式单一、教师与学生互动不足，造成学生对知识

的接受速度较慢，学习兴趣不高，各工程训练模块关联较少，造

成学生难以综合利用多种技能。因此，亟需对传统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使学生能够短时间内理解并掌握工程技能训

练课程各训练模块应用理论，并满足学生对实践能力锻炼的需求。

项目教学法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教学项目中，学生在老师的

指导下，独立或团队完成项目处理的全过程。该新型教育模式很

快得到全世界的共识，应用广泛。北京城市学院将项目制教学应

用于《电子电路综合实训》课程中，得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北

京理工大学将基于 OBE 理念项目制教学应用于数学分析中，得到

了很好的反响。

文章通过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平台，面向多学科专业

的学生，以机电产品为导向，开展基于项目制的《工程技能训练》

课程创新实践改革，以提高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适应当前智能化、

智慧化背景下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为目标。

二、工程技能训练课程教学现状

《工程技能训练》课程设车削、铣削、钳工、焊接、铸造、数控、

特种、产品分析、电气控制等 9 个实训内容，授课对象涵盖机械

设计、机械加工、电气控制等多个学科方向，面向安全工程、消

防工程、冶金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论与应用力学、化工安全工程等 11 个学科专业。

虽然《工程技能训练》课程已经开设多年，但目前《工程技

能训练》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实习内容多且分散，无整合综合应用

目前该课程简单地将多种实训内容、多学科拼凑，各个实训

模块独立培养，具有各自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知识点之间存

在相对独立性和离散性，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学生学习后不能

主动将各门课程所学内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运用。

（二）实践教学内容单一、固定，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目前该课程采用固定的加工工艺、方法完成多学科专业的教

学工作，易将学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交流限制于单一学科，教学

效果差，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学生学习产出欠缺。

（三）多实践模板单独考试、考核，无综合多工种应用效果

评价

目前该课程采用各实训内容单独考核的形式，多个实训成绩

综合评价，造成对学生综合评价较为困难。考核方式、内容单一，

考核内容缺乏综合运用各工种内容、多学科的能力，难以考核评

价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目前《工程技能训练》课程开展的教学教改成果

较多，但教学效果普遍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各个实训模块独立培

养，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造成学生综合运用各工种能力欠缺、

多学科融合能力不足。课题组在当前各实训内容的基础上，整合、

关联各实训内容，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平台，并基于机电

产品为导向开展课程的创新实践改革。

三、基于项目制的多学科综合实训平台搭建

基于智能化、智慧化背景下对创新型工程人才的需求，在当

前各实训内容的基础上，整合、关联各实训内容，以项目制为基础，

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平台，并基于机电产品为导向开展课

程的创新实践改革。

（一）整合各实训内容，搭建面向产品设计的综合实训平台

实训过程中的各实训模块程间相对独立、相互不可替代，所

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课题组通过整合现有多个实训模块，开展

多学科（含机械设计、材料成型、机械加工、电气控制等学科）

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实践平台，开设“重

合作、强实践”的面向产品开发的创新能力实践项目，将学生从

纯机械加工解放出来，以产品开发设计的角度开展团队协作下的

多工种加工，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不断创新的能力，有

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团队能力的培养。

图 1 面向产品设计的综合实训平台

（二）基于机电产品为载体构建项目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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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背景下要求教学模式从单一学科走向交叉学科，通过

将理论学习与工程实践结合起来，以项目为主体，创建跨学科的

项目式综合实践课程。通过将课程实践项目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建设以机电产品（可结合学科专业及科技创新竞赛分别设计）为

载体，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实践项目，从产品设计、多零件加工、

组装、机械调试、电控调试、产品运行的方式，多方位、多角度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图 2 基于机电产品为导向的课程实践教学

（三）构建多工种应用效果评价的工程实践考核体系

为培养多学科融合工程的复合型创新人才，解决学生学习兴

趣不足、学生学习产出欠缺的问题，通过改革工程实践考核，综

合应用多工种实践，采用实际机电产品运行效果进行综合考核学

生的实践能力；并将机电产品与科技创新竞赛相结合，通过组织

科技创新竞赛的形式对课程改革进行评价与分析。

四、项目制实训教学应用

课程采用项目驱动、案例教学、基于问题学习（PBL）、现

场教学、小组讨论等工程化训练方式，通过对案例产品及其开发

过程各关键环节的训练，帮助学生了解作品开发的思路，建立初

步的工程视野和工程思维，深入理解设计及制造产品的机械构造

与零件结构相关的工程知识与方法，增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

具体实施过程为：设计并制作一款趣味小制作（如愤怒的鲨鱼、

小爬虫、飞舞的蝴蝶等），要求使用部分特定材料，特定加工工

艺完成该项作品。操作技能、作品零件的组成数量，运动关节数量，

装配要求，整体外观，难度系数，创新性，运行效果、职业规范

和团队协作等指标作为该项作品的成绩。

通过以上实训过程，培养了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解决了学习兴趣不足、学生学习产出欠缺的问题，提升学生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和不断创新的能力，有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

团队能力的培养。学生实训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产品开发设计、

多工种协同作业、团队协作及创新实践能力，参训学生都能协同

完成工程项目。

图 3 趣味小制作实物

五、结论

文章分析了当前实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基于机电

产品为导向的多学科综合实训平台，通过项目制教学的方式开展

实训教学。教学过程以典型的机电产品设计为导向，完成趣味小

制作（如愤怒的鲨鱼、小爬虫、飞舞的蝴蝶等），从产品设计、

多零件加工、组装、机械调试、电控调试、产品运行的方式，多

方位、多角度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基于项目制教学改革，实现学生从产品开发设计的角度开展

团队协作下的多工种加工，面向多学科专业学生构建基于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综合实训教学体系，建立以机电产品为载体的多工种

综合应用实践平台教学培养体系。完善教学实践平台，整合多学

科和多实训内容构建创新实践平台；完善实践内容，建设以机电

产品项目为载体，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项目；改革考核体系，

从产品运行效果综合考核。

通过项目制教学改革及实施，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兴

趣，在实践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联系和实际应用，而

且不同的学科知识融合可以增强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综合素质，

更符合现代社会对跨学科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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