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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把我校建设成为一流的应用技术

型大学，紧贴中国制造2025 嗯嗯不同层次人才体系需求，我校
于2016 年 10 月探索创办了“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方向”（简称
机器人方向）的“双创”实验班。“双创”实验班是我校教
育教学改革的实验示范区，它打破学科界限，为不同专业学生
构建一个学科交叉的教育、训练、孵化平台。在教学过程中实
施完全的项目教学，强化职业素质的养成教育，最终培养出眼
界开阔、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动手实践能力强、具备创新创业
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双创”实验班机器人方向立足机器人领域人才需求，以
融合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机械制造技术于一体的递进式机
器人项目为牵引，在每一教学周期采用项目开题、项目解析、
项目设计、项目制作、成果展示、教学总结等“六步十周”
一循环的培养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在“思考- 动手- 学习- 总
结”中，不断提高综合能力素质。

2  教学“六步”实施方法解析
2.1项目开题
本课程根据学生培养目标选取符合阶段教学要求、满足岗位

需要、适合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的实践项目。项目来自创
新创业项目、企业真实项目、大创竞赛项目等。学生通过查阅
文献资料、充分的市场调研自主进行项目讨论、自主制定规
划。教师从旁合理把控，确保学生设计的实施方法是具体的、
可操作的。项目方案经过学生项目组集体讨论决定，并最终确
定研究路径。

2.2项目解析
教学过程中根据项目所需设置课程内容，授课内容与项目实

践环节相交叉，学中做，做中学，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
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利用完全的项目教学，以真实的项目为驱
动，交叉整合课程内容。将创新创业项目、企业真实项目、大创
竞赛项目与课程内容深度融合。在项目解析过程中，学生将进一
步了解项目研究重点内容所涉及的理论知识点，反复查阅文献、
翻阅书籍，加深对项目的理解。

2.3项目设计
课程设置三个模块。模块一：机器人的机械构件（手爪、手

臂、机座等），模块二：机器人常用机构（连杆、凸轮、齿轮），模
块三：机器人的机械传动（丝杠螺母、带传动、链传动）。教师对
理论课程的讲解，使学生具备了基本的机械结构设计能力。此外，
授课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用二维及三维软件绘制典型机构，展示
机构连接方法及运动过程。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生
的设计能力，使学生具备利用现代设计方法完成项目设计能力。

设计过程中，鼓励学生利用SolidWorks、CAD等软件完成机
械三维图设计、二维工程图出图。学生设计后由教师提出修改意
见，学生针对其进行设计的完善，在设计完善过程中加强个人能
力，使学生形成“理论学习-项目设计-知识补足-理论学习”循
环的学习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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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创新项目驱动的“六步十周”教学方法，并对六步实施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该方法对增强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程度、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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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项目制作
通过实施完整的机器人制作项目教学，可让学生具备较强的

动手能力。模拟企业的项目实施过程，即经寻找供应商、选
型、询价、元件采购、加工件出图加工、装配、调试等过程。
项目制作过程可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增强沟通交流、团队
协作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技术、动手实践能力和素质，
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

2.5成果展示
教学过程中提出“一周一突破、一月一实践、一季一成果”，

项目最终成果以答辩的方式在项目完成后进行展示。学生需形成
完整的产品说明书，对项目背景、设计理念、产品结构等内容进
行系统阐述；绘制产品三维设计图及整套二维设计图纸；制作产
品仿真动画，录制产品工作过程视频；完成展示用PPT及演讲稿。
学生答辩过程中需对产品结构、设计过程、工作原理进行具体讲
解教师结合教学过程中的理论部分提出机械结构、传动原理等内
容的问题，学生应对教师提问给予正确解答。

2.6教学总结
课程的设计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的原则，形成

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构建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有利于发挥学生个性特长，有利于增强学
生社会适应性的课程管理制度。课程以增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性，
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的深度，提升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
力为目的，在课程及项目结束后，针对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项目产品研制质量、展示答辩呈现效果进行总结，旨在对学生整
体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反馈，对学生掌握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强化
关键知识点的理解，解答学生疑问，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清晰
的认识。

3  结束语
本课程教学周期历时十周，以“六步”项目教学法为实施

方式，以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出发点，以学生深度掌握相关
理论知识为目标，将理论知识融合于实践项目中，形成一个创新
的和可操作的“项目式”的课程教学方案。

课程通过项目开题、项目解析、项目设计、项目制作、成果
展示、教学总结等六个步骤实施教学，课程建设应符合所涉及的
机器人就业岗位所需知识、能力、职业素养要求，形成整合交叉
融合的课程体系。课程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兼顾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以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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