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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most of them focus on 
cultivating operational skills and troubleshooting abilities, there is a lack of training in the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actual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they do not think about problems based on systems engineering thinking.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these	issues:	firstly,	the	lack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econdly,	
there is a lack of engineering thinking in performing skill operations step by step.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s, this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analysis to summarize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s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Construct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model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nal drive. Establishing students’ system engineering thinking in “project-based, realistic, and 
intelligent” teaching to enhance thei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bilities. Through this curriculum reform, we aim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al needs and combine them with actual production projects to truly “implement” them,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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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工程思维融入机电专业教学的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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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职院校在机电类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大多集中在操作技能与故障检修能力的培养，对于实际工程项目的综合性
构思、运作过程缺乏训练，不会基于系统工程思维思考问题。这些问题背后重要影响因素有二：一是高职学生的学习动机
不足；二是按部就班进行技能操作而缺乏工程思维。论文在机电类专业教学改革中，利用问卷分析，总结机电专业教学环
节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学习动机缺乏的深层次原因。在教学环节中构建自我决定理论模型，提升学生的内驱力。在“项目
化、实境化、智慧化”教学中建立学生的系统工程思维，提升工程应用能力。通过此课程改革，激发学生内在动机需求，
结合实际生产项目而真正“落地”，为高职院校课程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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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工程机电设备制造大国，智能制

造、大数据、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改变着

社会工业状态，对学校培养的学生也要求更高。机电专业高

质量课堂决定着人才的质量，必须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思考，

提升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在专业

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出专业技

能扎实、综合素养较高、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满足社会

需求。

现今大多数高职院校通过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模式，

积极探究机电类专业教学改革。在“现代学徒制”“双元制”

等成功经验上进行提炼，将企业实际工作项目引入课堂，采

用活页式教材，以工作任务为行动导向，进行“学中做”和“做

中学”。文献 [1] 中借用德国“双元制”理念，在液压课程

中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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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2] 提出了基于“项目引导、多元联动”理念，对机电

传动控制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构，增加实践项目的挑战难

度，建立一个多维度评价体系来检验教学效果。为了增强学

生的学习动机，文献 [3] 中通过案例教学引入自我决定理论，

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体验到学习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专业课开设时，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构建方程

建模评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支持活动影响学生学习动机

内化路径，促进学生自我调节动机发展，最终提升学生学习

内在动机效果 [4]。高职院校老师在机电类专业教学中，需要

从学生本身出发，激发内在学习动机，建立系统工程思维，

培养符合企业的技能人才。

2 当前机电类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2.1 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机不足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在中学阶段成绩不理想，对课程

学习的兴趣本身不大，进入大学后自主学习能力差、身心松

懈及自控能力较差等原因，从而导致学习动机不足、学习效

果较差的问题。教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从专业课说课到项

目式任务，最后到课程考核，都是按照课程标准一套流程进

行，没有过多关注学生对专业课是否感兴趣。因此学生由于

学习兴趣不大，课前不会去预习专业知识，在课堂上只按流

程完成基本的课程任务，课后不会去巩固知识提升自身的专

业技能。学生缺乏来自教师、同学及家庭有效激励等原因 [5]，

普遍存在学习动机缺失的问题。因此，学生的专业技能不扎

实，遇到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在企业中工程应用能力弱、创

新设计能力不足，无法满足企业需求。

2.2 专业教学环节与方法需改革
工科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对工程领域的认识就像一张空

白纸，其工程经验和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实验、实训和实

习等实践环节 [6]。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时，只能按照

工作任务流程与规范进行操作，按照施工图纸进行装配与接

线，不去思考整个机电控制系统设计原理、成本估算、技术

风险及系统的施工与调试不能贴近实际需求。特别是控制系

统故障后，不能通过现象结合原理来排查故障，即便熟悉了

这个机电系统，再碰到类似的装置就不会进行分析了。企业

岗位要求不断发生变化，对应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规范等不断升级换代。教师在教学环节时一般都是针对一些

理论知识点问题而设计，不能很好地根据企业实际项目设计

教学内容。由于教师自身对企业了解不足，在教学过程中会

忽视从工程思维的角度来完成教学任务，忽视给予学生了解

企业整个生产过程的机会，教法单一，教学内容滞后于企业

发展。因此，培养出的学生很难匹配企业岗位需求。

2.3 校企师资资源共享平台缺乏
高职院校一般都采用校企合作的模式，通过企业实习、

大师工作室、订单班等培养模式，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把企业

元素融入课程设计中，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联系

起来，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但校企教学资源平台建设不够

完善，没有进行资源信息共享，校企合作还不够深入，不能

实现学校老师与企业导师在教学过程的默契配合。企业的资

源未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过程，学校未能掌握企业最新技术、

最新工艺、最新业务流程。学校建立的企业、教师工作站也

只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共同开发专业课程资源，建立有效的

信息资源平台。因此会陷入产教脱节、资源得不到保障的

困境。

3 自我决定视角下机电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探索

3.1 自我决定理论基础
自我决定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动机理论，其理论

认为人的动机分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应用于教育领域中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动机能够影响学生在学习任务中

投入的时间精力及产生的学习效果 [7]。内在学习动机是指学

生根据自身对学习内容的喜欢与感兴趣而自发的学习动力，

外在学习动机是指学生为了获取外在环境的奖励、别人的认

可度及逃避惩罚而产生的学习动力。内在学习动机比外在学

习动机更积极、更持久、更有效，这种积极和长期的效应得

到广泛的证实 [8]。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动机的类型和水平是 3 种基本

心理需求满足的结果：自主、能力、归属。自主需求是指个

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的个体行为。能力需求是指个体在从

事活动中，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任务，从而体验到一种胜任

感。归属需要指个体在学习和工作中需要有归属感，并与他

人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教师在教学环节中通过引导学生学

习，从“本源”上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这样才能长久地让

学生保持学习的积极性，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

3.2 自我决定理论应用于教学环节
通过大样本的学生与相关课程教师的问卷调查、课程

资源使用数据及焦点访谈，获取专业课教学数据，分析其中

存在的问题。依据自我决定理论（SDT），研究学生学习动

机的形成与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专业

课教学环节通过影响学生的自主、能力及归属的三大需求，

影响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在专业教学课前、课

中、课后的环节中通过影响学生的自主、能力、归属三种心

理需要，作用于内在学习动机的形成，并进一步影响学习效

果。专业课教学过程当中，课前，教师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

上传项目信息学习资源，并发布配套测试题与讨论主题，检

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不同难度项目任务，让学生进行自

主选择。课中，学生进行任务分析与实施，可以同老师交流

或小组讨论，完成后进行成果展示并进行总结评价。课后，

可以共享成果设计、实施理念，进行持续改进、拓展延伸。

通过掌握知识，完成课前测试，学生体验到获得感与胜任感，

从而获得能力需求的满足。学生自主选择任务，自由安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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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独立学习，很好地满足了学生自主的需求。对于渴望独

立与自由的大学生而言，这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自立与自尊，

从而激发内在动机。

3.3 “项目化、实境化、智慧化”教学中践行工程

思维与思政融通计划
专业课教学中进行“项目化、实境化、智慧化”教学

中包含两条路线，一条明线为系统工程思维下的专业教学实

践，一条暗线为思政元素融入各个教学环节。设立机电综

合类教学内容，如机电产品装置开发、安装与调试，联系生

活实例，选取一些典型的工程实际中的机电系统项目内容。

课前通过学习通发布项目学习指南，明确一些可选的工作

任务，配备工作任务相关的资源，包括视频、动画、仿真、

文件等资料，学生进行筛选任务，完成相关资源学习后进行

学习反馈。课中讲解典型机电项目，初步建立系统工程思维

模型，从工程的角度去思考机电控制系统，比如整个控制系

统的设计是否符合实际，系统的装配与调试是否贴近实际需

求，系统故障时是否能就实际环境进行检修等。在实境中分

段实施任务，逐步增加项目难度，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

学生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后实行增值评价

机制，组织学生讨论及进行成果展示。课后进行成果资料归

集，总结设计与施工思路，从工程思维上考虑持续改进的问

题。整个课程中将工程思维与思政元素融入“自主探学”“接

受任务”“任务分析”“实施任务”“验收评价”“拓展延伸”

教学六环节中。

3.4 建设校企师资资源共享平台
根据装备制造类企业岗位技能需求，掌握企业最新技

术、最新工艺、最新业务流程，校企教师共同梳理行业、企

业对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和新标准，开发机电类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拓展职业技能；建设机电类专业融通

X 证书的实践教学模块，开发综合实践教学项目，进行技术

攻关及成果转化。建立企业、专兼教师工作站，进行资源信

息共享。企业导师建立企业资源库，提供一线生产项目与载

体，关于实际项目的生产过载资源，整合企业产品的新技术、

新方法、新工艺及相关产品制定标准。专任教师建立教学资

源库，开发企业岗位真实项目的教学载体，融入企业新资源，

细化成学习领域后，按照各个阶段实施教学。

4 结语

论文以机电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为切入点，研究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为

高职院校课程改革提供实践证据。通过教学环节自我决定理

论模型，满足学生的三种心理需求，激发内在学习动机，从

本质上提升学生的内驱力，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从而提高专业课教学质量。教学环节中建立学生的系统工程

思维，提升工程应用能力。搭建校企师资资源共享平台，拓

展专业能力，掌握企业新技术与新资源，为机电类专业教学

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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