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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在中职机电专业钳工技能实训课程中的
应用探究

王　冉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混合式学习模式已经成为中职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方向。“钳工技能实训”课程作为中职机电专业中的一门必修课，

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钳工实训中的技能技巧，还需要掌握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根据学校已有资源“超星”网络学习平台，对课

程的教学进行创新，对教学实施过程进行详细剖析，使机电专业课程与信息化教学高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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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努力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实

际需要，积极对接产业需求，是中职院校极力追求的重要目标

之一。为此，笔者在《金属加工基础与钳工实训》这门课程开

始教学前，就该课程如何对接企业岗位能力，如何与“1+X”

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紧密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究和

走访考察，在此基础上，着力将理论教学、技能实训、考工考

证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中《钳工技能实训》这门技能课

程列为机电专业、机械专业、数控加工专业方向必考技能学科，

体现了这门技能实训课的重要性。为了让同学们在快乐中学习

理论知识，在兴趣中培养动手操作能力，本文结合我校的实际，

以理论知识作铺垫、超星网络学习平台为导向、动手实践操作

为抓手，来研究钳工技能实训这门课程如何来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

一、立足认知规律进行学情分析及任务创设 

我校本课程授课对象为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年级学生。知识

基础薄弱，但学生思维活跃、充满想象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较强。缺乏学习兴趣，但是这部分学生喜欢体验式、协作式的

授课方式，有着强烈的展示自我的意愿。目标不明确，对于形

象直观的展示内容敏感，喜欢动手，对实践性强的内容有好奇，

但是缺乏对知识深入了解的动力，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

方法，不善于归纳总结，对知识的迁移能力较弱，学习自制力

较差，不能够主动预习、复习，缺乏对个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能力。

对于钳工技能实训课程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以下知识和

能力：已经了解和掌握钳工理实一体化实训室的规章制度以及

安全文明生产要求；能进行钳工常用设备的操作和简单工、量、

夹具的维护和保养；能规范地使用划线工具独立完成平面划线；

已掌握锯削、锉削的基本操作技能；能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孔加

工。不过，由于受认知水平的限制，这些学生还存在一定的不

足：一是对结构稍微复杂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平面，还不具备独

立完成工艺分析的能力；二是对于各种平面、曲面以及复杂几

何形状的加工，不能达到较高的锯削、锉削精度；三是在意志

品质上，有的学生还缺乏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品格。

因此，需要通过优化教学手段和措施解决、弥补学生存在的这

些问题和不足。线下，通过创设“冠名企业提供鲁班锁问题构件”

这一情境，以“测（初步检测）”“修（次品修整）”“改（废

件重制）”等顺次进行的教学环节，层层推进。同时，模拟企

业质量检测情景进行质量检测评比，将本模块的教学与“1+X”

证书考试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课程教学与证书考试相“融

通”。

二、通过超星网络学习平台在线学习交互讨论

线上学习是通过学校现有的网络资源进行课前微课学习，

也是混合式教学的重要形式之一。钳工技能实训一般采用的是

项目教学法，例如在《鲁班锁的制作》项目的教学中，线上，

老师通过超星网络学习平台发布项目任务图纸、加工制作过程

中所需要的工量夹具，以及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个性化的线上

学习平台是最重要的前提。学生可以根据老师发布的项目任务

图纸，在网络平台中搜集相类似的虚拟仿真系统，观看操作步

骤以及流程，观看后总结出该项目加工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最有

效的加工流程，为线下的实践操作做好铺垫。学生要及时完成

老师线上布置的任务并上传网络学习平台，根据平台统计学习

反馈情况老师应对学生上传提交的作业进行评价与反馈。线上

学习是采用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相结合、经验传授与动手实践

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升认知、增强感悟，实现“做中学、

学中悟”。线上学习最主要的是提高教学的协作性和交互性。

通过超星网络学习平台设置讨论和答疑区，开展在线谈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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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鲁班锁的制作》为例，加工步骤是按照六根锁柱的顺序

加工还是可以打乱顺序加工，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锁柱，线上分

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同学们可以在讨论区进行交流探究，开展

在线谈论与交流，老师也可解疑答惑，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

方法。

三、线下教学实践训练全过程

混合式教学最重要的学习方式还是要回归线下课堂学习，

以《鲁班锁的制作》为例，根据课前所预设的问题要通过量具

对各个锁柱的实际尺寸进行测量、诊断，老师要提示测量的知

识要领，对于诊断的结果给出答疑，根据诊断的结果最后制定

的方案是不是最为合理，老师要答疑解惑。通过这种线下课堂

的交流与讨论，更加完善教学内容，最后制定合理的实施整改

方案，这就是项目进行的第一步：初步检测，以测督学。次品

方案要进行修复实践操作，在修复过程中使锯削、锉削等操作

技能内化于心，锉削过程中锉削一段时间，容易产生疲劳，出

现感应器频繁报警情况。从工作实录中大家看到这位同学刚开

始一段时间还是按着左脚在前、与台虎钳的中心线成约 30 度

夹角，右脚在后、与台虎钳的中心线成约 75 度角的规范操作

的，但是一段时间后就变成了两脚站直。大家都知道标准的锉

削加工站位是通过反复实践操作得来的，能适应钳工长时间操

作的特性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标准规范操作。老

师一边理论讲述一边面对面地做示范操作，培养学生持之以恒

精益求精的意志品格，从而达到以“修”培养细致、以“修”

提升执着、以“修”塑造品质的教学效果。这是项目进行的第

二步：次品修复，以修提升。对于报废的锁柱，制定的方案就

是重制，在“改”的过程中，将锁柱制作中的槽加工等知识和

技能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让学生在“做中学、做中悟”。学

生在重制的过程中，考核大家的综合制作能力，特别是在对于

加厚件的孔加工操作，老师在钻床前做示范性操作：起钻前先

用钻头的尖部对准中心孔事先钻好的样冲眼，检查起钻的位置

是否正确。检查无误后，启动钻床电源开关，开始进行钻削加工。

过程中速度要均匀，并且要让钻头有一个缓解的过程，也就是

每钻削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将钻头完全退出深孔，不然会使钻头

上热量集聚，降低钻头的强度。通孔即将钻通时，一定要放慢

速度和力度，否则容易卡主钻头。至于什么时候钻透，一是可

以看钻头下降的距离，二是可以从声音和力道上判断，声音会

有一个明显的改变，钻孔结束后关闭钻床开关。这是在重制过

程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这是项目进行的第三步：废件重制，以

“改”渗透。所有的锁柱都修整好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组装，

在这个环节中个别同学出现无法组装的情况，老师面对面给予

复检找出原因，由于态度不端正出现了懈怠情况，导致尺寸出

现较大误差，无法组装，进一步导出大国工匠的视频，教育学

生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把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相信只要大家努力都会实现自己的工匠

梦。这也是项目进行的最后一步：重新组装，实现梦想。在整

个实训过程中对接国家职业技能初级工标准中“锉削的平面度

公差 0.08mm、尺寸精度 IT9、表面粗糙度 Ra3.2μm”的要求，

创新技能方式自制锉削姿势感应器。为改变学生经常出现的在

锉削操作过程中由于两手用力不均匀而致使端面锉削达不到尺

寸精度要求的状况，通过自制锉削姿势感应器来辅助锉削技能

的训练。这一感应器的使用，提高了学生锉削操作时手握锉刀

的平直度：一旦被锉削的平面出现倾斜，传感器就发出红灯报

警信号，学生即迅速调整左、右手压力的大小，从而使锉刀始

终保持水平面内的锉削运动。这既减轻了学生锉削操作时的劳

动强度，又提高了学生锉削尺寸的精准度，使学生的锉削技能

操作水平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职业资格考核标准。

四、教学评价多元考核综合评价  

考核评价是教学过程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课堂实施过程

中，实行全程多元化评价体系。每个“项目”的教学过程中，

组织学生对检测、锉削等操作能力进行学生自评、组间互评等

多种形式的评价，以“评”内化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教学过

程中，实施技能操作全程实录与全程数据共享。在测、评环节，

组织学生自评、互评，数据输入系统后，形成平台智能评价；

在“修”“改”的过程中，实施技能操作全程实录，对于操作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回放进行过程评价。整个教学环节实

施全程、多元评价，起到了以评价反馈内化理论知识和操作技

能的效应，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学

习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孙灵慧 . 关于中职机电专业教学的改革实践探究 [J]. 发

明与创新（职业教育），2020，4（07）：163.

[2] 莫森琪 . 项目教学在中职学校机电类专业钳工技能实训

课程中的应用 [J]. 科技经济导刊，2019，27（20）：169.

[3] 李泽，王万新，刘金科，刘浩男 . 中职教育中钳工实训

教学的创新研讨 [J]. 河北农机，2019，{4}（0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