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66

浅议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教学的改革 
王  瑞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330038） 

摘要：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社会现代化、综合化和国际化，对人才的需求从传统的单一和如今的复合型应用
人家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大国，对机电一体化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毫无疑问是专业性较强的应用型复合
人才，企业和社会不仅需要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的电气技术，还要掌握相关机械技术类的专业知识，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知
识，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这样的人才才能能够满足社会对于机电一体化人才的综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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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入看 20 世界 80 年代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进入了机

械化的时代，机电一体化技术已成为整个社会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

技术。随着工业集成化的发展，机电一体化技术也得到飞跃性的发

展。作为前沿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高校也在顺应时代和技术的发

展，尤其是高职院校要对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教学进行着细化和改

革。其目的是未来培养更多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在机电一体

化教学改革的同时，其技术和师资力量都应该得到全面的促进和发

展。 

一、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作为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高职院校，要针对时代和社会的需

求，积极主动查找自己的不足，针对其不足制定细致的教学改革方

案。只有通过对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改革，才能够为社会培养足够

的所需人才。目前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教学存在以下不足 

1.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过于简单和单一，尤其是针对机电一体

化这门课程。授课老师往往依托理论知识传授，这本身对以实操为

主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扩展性不利，也对使学生理解性和趣味性打了

折扣，陷入老师讲授，学生被迫的接受这种教学的怪圈，这种教学

模式扼杀了学生创新的潜在意识和天分。通过这种对知识点讲学，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能力的不一，会造成部分听不懂、学不会的

状况出现，针对机电一体化这样理科性比较强的专业，一旦学习跟

不上就会越拉越远，最后学生自身被迫放弃这门学科。任课老师传

统机电一体化教学课堂中，教师以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甚至有些

教师在授课时，按照教学大纲提供的备课的内容照本宣科的讲解。

让学生根据设计工图的内容，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这种单一的教学

模式不仅仅是枯燥无误，也变相的扼杀了学生自主创新意识。 

2.教学课程目标设计无新意和特色亮点。机电一体化技术是机

电类对应的专业中的一门重要基础性课程，高职院校基本上都开设

了这门课。通过数据研究表明高职院校所开设机电一体化教学目标

基本一致，这就造成了所有高职院校没有结合自身的院校特色和专

业优势，对其目标进行创新设计。没有个性化的设计，很容易造成

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模式也是千篇一律，无法吸引学生读书学习的兴

趣。 

3.没有专业相匹配的教材。选择的教材与专业不能紧密贴合，

因机电一体化的教材范围涉及广泛，尤其涉及各方面的基础性知

识，这门课程又属于的必修的一门课程。其教材的内容无法做到精

细化，造成学生所学的知识也非常分散，任课老师在教授过程也无

法把握其重点内容。市面的所编写的教材都根据教育部教学大纲来

编辑出版的，没有立足于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的实际，更

不能结合具体院校的实际情况。 

4、机电一体化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在高职院校

的教学计划和安排中，大一的时候安排大量的公共基础性课程，大

二的时间集中上专业课程。这样很容易造成大一时基础性课程占用

了专业基础课的时间，尤其是机电一体化专业，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来进行实际操作。 

二、机电一体化课程的教学改革措施 

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教学存在的问题，作为高职院校的授课老

师就必须勇于面对，要根据国家教育改革的大环境，立足于本校实

际情况，创新思维和方式方法，攻坚克难，做好机电一体化教学课

程的改革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1.创新教学方法和模式。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高

职院校的教学模式的变化，尤其是机电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施创

新性教学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和过程。作为机电一体化教学的授课老

师要要主动教学模式的创新，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提高教学手段，

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机电一体化专业知识点的学习和理解，把学生的

目光牢牢的吸引到课堂教学中，增强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创新

过程中要注重加强信息技术手段的引入，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

和视频技术等多种教学工具和仪器设备。授课教师在优化教学环节

中，引入现实工作情景的展现，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好融入到这个教

学环节中，也便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从摆脱机电

一体化这个课程和教学都枯燥无味的状态。 

2、机电一体化要要做到教学做三合一。在高职院校的教学活

动中，尤其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最终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开

展实践，通过实践学习和领悟理论知识。通过实践操作为今后工作

的实际运用奠定基础，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学做三合一的教学目

标。为做好在教学做这个环节中，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政府机构搭

建的平台联合企业，让企业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让学生走向社会、

走进企业。三方联合对学生进行培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学

生，理论知识强，动手能力棒，这样的人才才是当前社会急需的高

技能人才。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和合理教学安排。按照高职院校的计划

大纲来安排课程，专业知识课程安排的比较集中、课程量不充足。

尤其一些基础性公共课占用了学生很多时间，要合理的分配专业课

程的时间，尤其是机电机电一体化专业，不仅要排足其专业理论课，

还要安排大量的实训操作的时间。 

三、结论 
通过近几年对机电一体化实践教学改革中，根据学院的实际情

况，结合社会和企业对机电人才的需求。学院重点培养学生的适应

性与针对性，使学院为社会和企业输送机电专业复合型技能人才，

机电一体化教学改革还在持续进行中，学院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教学模式，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联系，有效的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实

用性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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