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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Machinery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set up for engineering machinery-related majors, 
aiming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tructure, working principle, operation regulations, and maintenance methods of 
engineering machinery, which serves as a foundation course for students to lear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engage in related careers.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engineering machinery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ngineering machinery industry for high-skilled talents. Therefore, integrating and 
reform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Machinery, promoting the updating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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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是工程机械相关专业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工程机械的基本构造、工作原理、
操作规范与维护方法等基础知识，其为学生未来学习专业课程和从事相关职业的奠基课程。然而，随着中国工程机械技术
的不断进步，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工程机械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因此，对《工程机械概论》课
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与改革，推动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的更新，已成为高职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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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整合

1.1 围绕职业能力构建课程模块

高职高专的《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教学应重点围绕学

生今后从事行业岗位的能力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课程模块

的构建。基础模块是《工程机械概论》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部

分，以“工程机械基础知识”为核心，建立全面系统的知识

体系，对工程机械的基本概念在发展历程分类及应用等方面

进行了介绍。在实际的授课中，为了保证教学内容与职业岗

位的紧密对接，对教材内容要进行筛选和调整，去掉过于理

论化的部分，保留与职业岗位密切相关的知识点，做到学以

致用。保证同学们在工程机械领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核

心概念、基本原理有一个很好的把握。通过结合工程案例或

行业发展现状，强化知识应用性，为后续技能培养提供支撑，

让学生在联系实际工作情境、夯实知识基础的同时，将基础

理论与实际工作情境紧密结合起来。在技能模块的设计上，

要围绕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等典型设备的构造和运行机

理，重点深化《工程机械设备构造与工作原理》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中，对工程机械设备的关键部件、工作原理等，结合

图文资料、三维模型、视频动画等多种教学手段进行详细讲

解。帮助学生从结构设计与功能实现的角度出发，了解不同

工程机械设备的构造原理及其运行过程，进而提高学生对设

备的整体认知能力。在操作模块的设置上，要围绕强化学生

的工程机械操作与维护技能，结合“工程机械操作与维护”

模块，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加深对设备的认识。这样，

既能使学生在更直接地参与中掌握知识，又能使学生在实际

操作中提高技能。系统讲解和实战训练了设备操作规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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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维护保养、常见故障排查处理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教师

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实训基地或模拟工程机械操作环境的

虚拟仿真软件，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训练进行指导。

1.2 调整教学内容的顺序与深度
在高职《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整合中，针对

教学内容的顺序与深度调整，应严格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

律和学习进度，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在课程起始阶段，着

重讲授“工程机械基本概念与分类”部分，采用图文结合的

方式，将不同类型的工程机械模型展示给学生，利用案例分

析与多媒体演示，将机械种类、用途及其在实际工程中的应

用场景一一剖析，确保学生对工程机械的基本认知和分类有

一个清晰的理解。其次，逐步深入“设备构造与工作原理”

部分，此时应注重教学内容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将各类工程

机械的核心部件、结构特点及其工作原理进行分步讲解，并

通过 3D 仿真技术或虚拟现实（VR）技术将机械内部构造

直观呈现，要求学生分组进行结构模型拆解与组装实践，深

化对设备构造与工作原理的理解。随后，在“设备操作与维

护技能”阶段，应根据学生对前两部分内容的掌握程度，合

理调整教学进度，采用案例教学法与现场演示法，将设备操

作规程与实际操作技巧详细讲解，并组织学生分批进行操作

训练，教师对操作步骤、要点与安全事项进行现场指导与纠

正，确保学生能够在操作过程中巩固对机械构造与原理的认

识。最后，在“新技术应用与前沿发展”部分，按照由浅入

深的原则，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在

工程机械领域中的应用案例，采用专题讲座、专家访谈与企

业参观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全面了解工程机械行业的最新

技术动态与发展趋势，鼓励学生将理论知识与新技术结合，

提出创新性观点与见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

习反馈与认知变化，灵活调整教学内容的深度，适时加深对

重点、难点内容的讲解，并通过阶段性测评、问卷调查等方

式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与效果，确保教学内容的调整符合学

生的实际需求与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1.3 构建多层次的知识体系
高职高专《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整合中从夯

实基础知识、强化实践技能到拓展前沿技术来构建多层次的

知识体系，以此逐步加深学生的专业认知。首先，在基础层

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机械模型及分解动画等辅助教学

工具，通过对工程机械基础理论的详细讲解，包括设备构造、

工作原理、操作规程等核心知识，强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直

观认识。并组织学生参加设备部件拆装实验，使其能结合实

际设备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达到深入掌握工程机械的基本

构造及工作原理的目的。其次，在应用层教学阶段，以实际

操作为主，让学生通过与工程机械虚拟仿真软件的模拟操作

平台进行操作，培养学生对设备的启动、操纵、基础维护

等方面的熟练程度。同时，针对典型工程机械，如挖掘机、

推土机等的实际操作，安排真实设备的操作与维护的实训课

程，指导学生熟练掌握日常的设备检查、维护以及常见故障

的排除，保证他们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在

这一阶段，还应针对设备运行和维护中的关键问题，运用案

例教学法，精选工程机械实际工程案例，对学生进行实际应

变能力的训练。最后，在拓展层教学中，通过专题讲座、行

业专家讲解、科研文献阅读等多种方式，引入工程机械中的

应用等行业前沿技术和最新发展动态，让学生对工程机械领

域的新动态、新技术创新有所了解。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

进一步安排学生参加实际工程项目实习，或引入企业实际案

例，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增强对行业发展的

敏锐性和创新能力。

2 高职《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教学改革

2.1 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应用
在《工程机械概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为提高教学效

果可采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多样化教学方法，以及针对

学生特点的探究式教学手段。首先，在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上，教师要事先收集整理与工程机械有关的真实案例，包括

典型设备的故障诊断与维修、施工现场的机械操作流程等，

并将这些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使教

学真正达到在课堂上，教师能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下工程机械

的运行特点、技术要点等，组织学生分析案例，明确思路，

指导他们思考对策。其次，通过模拟实训环境的构建，可以

实施角色扮演法，教师要设计与实际工程机械操作和管理密

切相关的任务场景，将学生分组，让他们分别担当操作员、

维修员、项目经理等角色，具体操作起来就可以了。例如，

在模拟一台机械设备的检修任务中，操作人员负责设备的运

转，检修人员负责故障的排查和检修，而项目经理则要协调

好整个团队的配合和沟通，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能够通过角色扮演有效增强实际操

作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最后，探究式教学法要求教师针对

工程机械的某一方面，引导学生深入探讨，事先设定开放性

的问题。例如，教师可以提出“如何根据施工环境选择合适

的工程机械设备”这一问题，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实地

考察、小组讨论等方式，对工程机械相关知识进行自主探究，

最后给出合理的选择方案。教师在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的同

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和综合应用。

2.2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上，首先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工

程机械实训基地，合理安排教学计划，确保学生在不同阶段

都能接触到多种工程机械设备，如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

等，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教师要从基础操作到复杂作业，

循序渐进地设计训练项目，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动手能力

逐步提高。对初学阶段熟悉各种机械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能

安排基本的设备认知和操作规范训练；在进阶阶段，为学生

在操作中掌握设备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设置典型的施工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14 期·2024 年 11 月

10

任务，模拟真实工况下的机械操作。其次，加强与行业企业

的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定期组

织学生到企业参加机械操作和维修等方面的实训。学校可与

企业共同制定符合课程教学进度的实训内容，这样有助于学

生工程机械水平得以更好地满足就业所需。企业中指导教师

要指导学生完成实际工程项目操作、设备维护、故障排查等

工作，使他们技能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最后，高职高专还可

引入先进的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对工程机械的操作流程、维

护方法、常见故障排查等内容进行数字化模拟，以弥补校外

实训设备数量有限、机会少等情况。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可以

让学生在不断地模拟操作中记录操作行为、数据分析，并及

时反馈错误促使其技能水平提升。

2.3 创新教学手段
创新教学手段上，我们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线

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将操作视频、维

护保养案例、故障排除记录等教学资源录制成视频，上传到

在线教学平台上，供学生自主学习使用。同时，在线教学平

台还可以设计有针对性的在线测试，测试学生对视频内容的

掌握程度。教师对考试数据定期统计以此了解学生薄弱环节

以及调整教学重点。另外，还可以建立网上讨论社区，并布

置与工程机械实际操作或者维修有关的案例分析任务给学

生。随后让他们通过查阅资料、合作讨论、发表观点等方式

形成相关报告，从而培养学以致用的能力。在线下教学中，

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图文并茂地呈现工程机械三维模

型、作业流程图、维护步骤等内容，帮助学生对复杂机械结

构、工作原理等方面的认识。运用工程机械仿真模型和虚拟

仿真系统模拟真实的操作环境，对机械操作过程进行实时演

示，使学生在虚拟场景中进行机械操作练习，提高学习效率。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到实验实训场地进行拆

装、调试、故障诊断等实际操作练习，利用实物模型或仿真

设备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如此一来，虚拟仿真结合实际操作，

形成教学闭环，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工程机械操作技能。同时，

教师可将学生的实践过程记录下来，并在课后进行分析讲

评，在自己的操作中帮助学生找出不足并不断完善。同时，

高职还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工具的优势，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的学习轨迹进行实时跟踪和记录，并生成个性化

的学习报告，便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进行教学

策略的调整，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材施教。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高专课程的《工程机械概论》，结合

职业能力需求构建科学课程模块、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在调整教学

内容的顺序和深度上、构建多层次的知识体系、结合信息化

技术的运用则是有效促进学生专业认知和操作技能提升的

必然要求。未来的课程改革应继续关注行业发展动态，整合

新技术应用，确保学生在动态变化的工程机械行业中具备竞

争力，从而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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