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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为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方向标，不

仅推动着我国工程教育适应于行业需求的改革和发展，更推动着

我国工程教育与国际工程教育的同步发展和互认，是当前新工科

发展的需要[1- 3 ]。目前，该认证体系遵循的“学生中心、成果

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教育理念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众多

高校的实践探索[4-6]。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民办院校，坚持以学生为根本，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核

心，积极传播和并落实专业认证的三大核心教育理念。据此，机

械原理课程从本校的教学现状出发，聚焦学生的毕业要求展开了

相关探索和实践，以期实现人才的双向培养。

1　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现状

机械原理课程是机械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引领学生

认知、进入机械工程领域，探讨机械中的一些基本共性问题，是

连接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重要桥梁。但实践教学中发现，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随着学习的深入有下降趋势，学习的知识难以

运用于实践，与预期学习成果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

（1）课程内容较多，课时相对较少。本课程内容共九章四部

分：机构的组成与分析、常用机构的分析与设计、机械动力

学、机械系统方案的设计。从机械零件到部件，从单一结构到

机械系统都有涉及。56学时的课时设置要求学生从认知机械组成

到了解和分析不同机构，最后能运用这些机构设计机械运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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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初接触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难度很大。

（2）教学内容理论性和逻辑性强。本课程是研究机械的一

些共性问题，常涉及物理、理论力学等基础学科理论，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对教学条件和学生基础有限的民办院校来

说课程难度大。

（3 ）学生工程认知不够，创新能力不足。学生至接触本

课程之前，鲜少有机会接触机械设备，工程认知能力明显短

缺，致使课程中某些理论知识难以理解和接受，更难以进行深

层次的拓展和延伸，实践和创新能力不足。

2　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探索

基于上述问题，本课程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指导下，对标

序号 课程内容目标 能力目标 综合目标

1

2

3
了解机械系统运动方案

的设计
能初步拟定运动方
案、表达机械结构

掌握机构的组成原理、
结构分析、运动分析和
受力分析以及机械动力

学等基础知识

具备一定的分析  
能力

培养“五
会”型应
用技术人
才（会思
考、会学
习、会沟
通、会动
手、会生

活）

掌握常用机构（连杆、
凸轮、齿轮、轮系、其
他常用机构等）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原理

能根据特定要求选
择合适的传动机构

表1   机械原理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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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课程的教学目标，并结合课程内

容和课时安排整合规划了现有的教学内容，尝试通过学习通等现

代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

增加学生的课程参与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并加强

其学习过程的管理，优化了课程考核体系。

2.1明确课程目标

根据课程的特点和专业学生的毕业要求，设置了三层次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目标、能力目标和综合目标，如表 1 所示。

2.2 整合规划教学内容，突出重难点

56 学时（6 学时的实验）的课程教学要使学生从从认知机

械组成到了解和分析不同机构，最后能运用这些机构设计机械运

动系统，难度极大。因此，教学中整合现有的教学内容，在教学

中适当进行调整、删减，并重难点突出非常有必要。如机械动力

学中“机械的摩擦与效率”、“机构的动静态力分析”、“机械系

统的运动方案设计”等内容融入其他章节的教学和实践之中，如图

1所示；再如“空间连杆机构”、“高速凸轮机构”、“其他齿轮传动”

等内容应用相对较少，不在课堂中进行阐述。除此之外，授课时注

重讲重点、讲难点、讲思路、讲方法，使学生更直观、更明确学习

的目标。（见图1）

2.3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核心理念指出“学生中心”，学生是学

习的主导者。为给学生搭建自主学习和探索的条件，本课程通

过学习通平台建设了课程线上资源库，包括课程的教学大纲、

教学日历、知识点讲解视频、知识点ppt、学习讨论题、试题

库等资料，如图 2 所示。（见图 2 ）

课前，根据授课内容的重难点内容给学生发布相关学习任务

和学习资源，以小组为单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并通过

学习平台或QQ 反馈相关疑难问题；课中，结合授课内容引入工

图1   机械原理课程内容体系

图2   机械原理课程部分线上资源情况

程实例，以问题为导

向推进课程知识的学

习与讲解；并通过问

答、讨论等形式解决

反馈的疑难问题；课

后，辅以相应的习题

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通过这种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强化学生

的参与度和主动性，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升课程的学习效果。

2.4 推进课程思

政教学

将思政教育融入

专业课程、融入学生

生活各处是当代高校

教育的一大使命，助

力学生“成长”和

“成才”。我校作为

民办院校，提出“五

会”型技术人才培养

目标，号召各专业、

各课程深度挖掘思政

元素，贯穿教学的始

终。机械原理课程作

为机械类专业基础课

程，其蕴含的思政元

素从理论与实践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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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认知和培养到科学思维的培养、从机械专业的发展认知到精益

求精等专业素养的培养、从团队协作等个人能力培养到中华文

明、中华智慧的感受和熏陶。通过实例图片、视频、动画与

讲述相结合，使这些思政元素的融入水到渠成，对学生的综合

素养培养无声滋润、潜移默化，如绪论中通过展示中国机械由

简单到复杂、由手动到自动的发展诉诸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师

和科学家，启发学生要有奉献精神、精益求精、大国工匠等精

神；再如轮系机构中引入古代指南车的图片或视频，启发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感受古人智慧和中华文明的伟大等。

2.5优化课程考核体系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将学生能力提升作为所有教学设计的目

标，基于此本课程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衡量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

师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设定本课程的考核体系包括平时成绩

（4 0 %）和终结性考核（6 0 %）两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

勤（1 0 % ）、课后作业（6 0 % ）、实验（1 5 % ）和线上学习

（1 5 %）等方面；终结性考核以闭卷形式展开，围绕课程学习

目标设置相应的客观题和主观题，如表2 所示。强化学生的学

习过程管理，提高学生的自我参与度，将OBE 教育理念贯穿于

整个教学周期。

3　结语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出“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

进”的核心教育理念，引领着我国工程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发

展，指导着我国工程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基于此，我校机

械原理课程教师分析了当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

进一步明确了课程的教学目标，整合规划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

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明显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强化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

借此优化课程的考核体系，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提高，学习效果

提升，促进了课程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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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类型

占比 考核/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目标

过程

40%

出勤 10%
不迟到，不早

退，按时上课。
综合目标

考核 作业 60%
独立、认真、按
时完成作业。

学习目标和能
力目标

实验 15%
积极动手，认真

完成实验。

学习目标、能
力目标和综合

目标

线上  
学习

15%
积极思考，认真

听讲。
能力目标和综

合目标

终结性
考核

60%

终结性考核：闭
卷考试。试题题
型：填空题、判
断题、简答题、
分析题、计算题
、作图题。客观
题一般为30%，
其余综合题型为

70%。

学习目标、能
力目标和综合

目标

表2   课程考核体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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