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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教学法在机械制造

基础课程中的应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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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学内容，存在教学方式单一、学习效率低等诸多问题。在机械
制造基础课程教学中运用“头脑风暴”教学法，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利用网络、图书、文献等工具解决机械零件

的加工制造问题，在主题讨论时能够畅所欲言，激发思维灵感，产生连锁反应，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提高了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对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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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国家安全、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基石。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发布了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行动纲领，将制造业定位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并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
国的“三步走”战略［１］。制造业强国的崛起离不开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是高等院校

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整个教学活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由于该课程知识面广、信息量大、实践性强，

课程内容与工程实践联系得非常紧密，学生又缺乏工程实践背景，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改革创新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势在必行。

当前，针对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正在国内许多高校展开。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的李杰在该课程中开展了案例教学法，解决了传统教学方法不足的问题，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改善了教学效果［２］。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吴铁军博士和他的团队一

直在对该课程的实践教学进行改革探索，形成了以典型产品为载体的课程实践体系，开展了项目化教学

过程，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校内实习基地，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３］。长江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的陈义厚副教授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索，明确了教学理念，培养了教师队伍，完善了

教学考核体系［４］。

把“头脑风暴”教学法引入机械制造基础课堂，可以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现状，教师根据人才培养

目标和课程标准，结合实训课程的进度提出适合学生讨论的零件加工制造项目作为讨论的主题，在“头

脑风暴”教学法的课堂中，学生充分应用身边的学习资源，每个人都开动思维马达，积极思考，尽可能多

地提出零件加工制造的方案，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提高课堂效率。

１　传统的教学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１　 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不能有机结合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与生产实际联系的非常紧密，而学生缺乏工程实践背景，对毛坯的成型，零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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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加工制造等工艺都还停留于对书本知识的认知上，对零件误差的分析、机床刀具的安装与调整，

只能通过老师的讲解和看一些简单的视频去理解，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总是似懂非懂，一知半

解［５］。虽然有钳工实训、金工实训等课程的训练，但是教学和实训分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并且教学

环节中有一些必修的通识课程（英语、体育、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被时间无形的分割，很难真正形

成“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没有理论来支撑，理论教学也不能很好的结合实践，达不到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理想的教学效果。

１．２　教学方式单一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课时少，内容多，很难在较少学时内既完成实训大纲的实训要求又能培养学生

的工程实践能力，更不用说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６］。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主体，教学

进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教师做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很少有课堂时间来完成自主学习，学习依

赖于教材，而教材过分强调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面对工程实践的时候，学生却不知如何应用所学

的知识来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很难实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不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

１．３　课程评价体系不完善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考核多年来都采用笔试。机械零件的加工制造工艺流程和机床的操作等实践性

能力，不可能在２个小时内用一张试卷来完成考核，也只能对一些简单的知识点进行考核，很难给出学
生综合的评价。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暂时记住每章节的基本概念、工艺原理、加工制

造方法，考试过后很快会把知识忘掉。这种考核评价方式不能够客观地反映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时依然束手无策。

１．４　难以达到实训的目的
实训是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最为重要的环节，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标准都明确了该课程实习实训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生产性实

训教学。但是，在校内的生产实训，为了节约金属材料，提高安全性，学生操作机床时，都是完成刀具的

走刀路径，或者加工一些石蜡，很难对金属零件的加工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校外的实习，不能影响企业

的正常生产，学生只能在现场参观和记录，也只能了解零件加工制造的表象，而不能掌握实质性内容。

２　“头脑风暴”教学法
２．１　什么是“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是灵感激励的一种方法，为了解决某一问题，开始小组讨论，看似“荒唐”不切实际的观

点，最后还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其特点是通过小组讨论，营造一个有话说、敢说话的轻松氛围，受

到他人观点的启发后，引起连锁反应，诱发更多的创意灵感［７］。

２．２　“头脑风暴”教学法的规则
“头脑风暴”教学法与一般课堂讨论是截然不同的。一般课堂讨论不能打破传统教学的束缚，教师

会引导讨论的方向，学生不能放下思想包袱，老师掌控着讨论的结果。“头脑风暴”教学法是教师提出

问题，通过头脑风暴，学生充分展开思想的翅膀，尽可能多地提出所有可能的设想［８］。“头脑风暴”教学

法规则：

隔天评判：在头脑风暴课堂中，观点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提出来就是有效的，没有评判和取舍。

追求数量：确保人人参与，并鼓励与会者提出设想。想法多多益善，不必顾虑构思内容的好坏。

观点共享：鼓励在他人见解上进行创意联想和发挥，或者变换一下他人的创意，得到一个更好的

创意。

异想天开：越是觉得“荒唐可笑”“遥不可及”的观点，越是要提出来。

过程可视化：把与会者的观点都写在醒目的位置（黑板上），确保得到所有成员的反馈。

２．３　研究“头脑风暴”教学法的意义
２．３．１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每个学生的头脑之中都潜藏着创新能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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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来激活创新才能，释放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

位，课堂中展现学生的活力。“头脑风暴”教学法的课堂是轻松愉悦、民主、开放的环境，并且是互动启

发式的，它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２．３．２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认识世界、获取知识、调动积极性

的“催化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和激发学生创新的兴趣，这与教师的个人魅力、语言风格、学习内

容等因素密不可分，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只有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上来才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头脑风暴”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是旁观者，学生的任何设想都可以毫无保留的分享，不评判设

想的好坏，不做取舍，学生能够畅所欲言，不会担心幼稚的设想会被人取笑，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

兴趣。

２．３．３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情感的积极作用是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学生对教师所采取的态度，

可直接影响他对相关课程的学习兴趣。和谐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变居高临下的单向说教为平等交流的

双向沟通，“交流型”教师往往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９］。“头脑风暴”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强化学

生的主动学习，淡化教师的被动教学，学生与教师之间平等沟通，改善师生关系，建立一种民主、合作、平

等的新型师生观。

２．３．４　提高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效果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主要学习工程材料及热加工基础知识、热处理基础知识、切削加工基础理论知

识，是一门培养学生的机械零件选材、热处理、机械加工能力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求

学生有很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头脑风暴法非常适合实践能力要求强的

课程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动手的能力。

３　“头脑风暴”教学法在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是与工程实际联系最紧密、实践性最强的专业课程之一，课程中需要学生掌握的

知识和应该具备的能力都是工业生产中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对学生

非常重要。在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引入“头脑风暴”教学法，让学生针对企业提供的零件

加工案例开展头脑风暴，最终给出企业在加工制造中采用的方案，检验学生用机械制造的理论知识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１　准备阶段
在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中运用“头脑风暴”教学法，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１）确定主题。根据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进程表的安排和课程标准的要求，选择那些有多种加工
制造方案的项目进行讨论，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用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机械制造基

础课程快结束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零件，这个零件能用铸造、车床车削、焊接等加工方法进行制造，题目

如下：

有３个独立的正方体，形状一样但尺寸不同，每个正方体的６个面上都有一个圆孔，中号正方体都
嵌套在大号正方体的内部，小号正方体都嵌套在中号正方体的内部，体内正方体能小范围的自由移动，

并且都不能取出（Ｌ中 ＞Ｒ大；Ｌ小 ＞Ｒ中）（简称：嵌套零件），其零件模型如图１所示。
要求制造此嵌套零件，自行确定尺寸、材料、加工方法和设备，自行查阅资料，每个人至少提供一个

制造方案。

２）收集资料。学生拿到题目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结合现代工业制造中铸造、锻造、焊接、机
床加工等方法的原理、特点、加工范围，在图书馆查阅图书、文献资料或者网上收集机械零件的加工案

例，充分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来完成自己的加工制造方案。保证每个学生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能参

与到课堂中来，都能畅所欲言，做课堂学习的主体，提升学习的兴趣。

３）人员分工。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头脑风暴”教学法，班级人员共同讨论一个主题。根据学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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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零件模型

识掌握情况、性格特点、组织应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选择１名
主持人和１名秘书。主持人在会议进程中应该能够随机应变，
及时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引导学生不断改变思维模式，多视角、

多方位的看待问题，不断的产生新的观点。在讨论中出现冷场

的时候，主持人要能及时抛出自己的设想来启发学生，激活学生

的思维，活跃会场气氛，维护会场纪律；秘书要具备良好的归纳

总结能力，把同学提出的方案及时总结、归类、编号，简要记录在

黑板上，并且随时提出自己的设想。学生不再是看老师独自表

演或者偶尔互动的“观众”，他们是头脑风暴课堂中的主体，积极

思考，自由发言，相互影响，相互感染，激发热情，突破固有观念

的束缚，形成竞争意识，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加工制造方案，

无拘无束，不要害怕自己的方案会遭到别人的批评和嘲笑，不断

地开动思维机器，力求见解独到，观念新奇。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类有争强好胜的心理，在有竞争意识的情况下，人的心理活动效率可增加５０％或更多。
４）严肃纪律。在进行头脑风暴时，所有人员不能私下交谈，避免分散注意力，每个人只谈自己的加

工制造方案或对别人的加工制造方案进行补充，不允许对他人的方案评头论足，也不允许自谦。

３．２　“头脑风暴”阶段
讨论开始前，教师向学生介绍头脑风暴教学法的基本原则，明确课堂要解决的问题，并提一些简单

的问题，引导学生进入讨论状态，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解除学生讨论中的所有顾虑，尽可能多的得到学

生的设想，让各种设想在不断的碰撞中产生“连锁反应”。

宣布“头脑风暴”讨论开始，每个人都要按照头脑风暴的原则和要求，把自己设计的加工制造方案

展示出来，方法可以是多媒体展示、在线仿真、方案介绍、实物解说等。课堂的气氛是自由轻松的，针对

题目中零件的所有加工制造方案都可以畅所欲言。主持人要引导组员积极拓展思路，同时也要把握好

课堂讨论的时间。教师是“头脑风暴”课堂的关注者，密切注视着课堂讨论的变化。

３．３　会后评议
“头脑风暴”课堂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对零件的加工制造方案进行整理，按照零件的制造方法进

行汇总，根据加工工艺的可行性进行评议。学生提出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采用铸造的方法，先制造出和嵌套零件一样的模具型腔，然后浇注成型，冷却后得到嵌套零件。
２）采用焊接的方法，先制造出３个正方体各自一半形状的零件，把焊接好的小号正方体装在中号

正方体内部后焊接中号，再把焊接好的中号正方体装在大号正方体内部后焊接大号，最后得到所要的嵌

套零件。

３）采用车削的方法，用车端面的方法车制出正六方体，用钻孔、扩孔的方法分别加工其中５个面上
台阶孔，在５个孔内注入玻璃胶冷却后加工最后一个面上的台阶孔。
４）采用３Ｄ打印技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

式来构造嵌套零件。

教师对嵌套零件的每种制造方案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点评，对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查阅资料、认真制

定制造方案的态度给予表扬，充分肯定学生在“头脑风暴”教学中付出的努力，并且帮助学生完善了制

造方案。

３．４　“头脑风暴”教学法的实施效果
课程结束后，教师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学生认为“头脑风暴”教学法有以下优点：第一，主动查

阅资料、积极思考参与讨论，是由“被动接受”式学习向主动学习的一次转变，激发了学习的热情，提高

了学习的效率；第二，隔天评价打破了发言的瓶颈，更愿意把自己的方案讲出来，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第三，全班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思维更加活跃，能够听到别人解决零件加

工的方案，自己的思维也会产生“连锁反应”，收获很大；第四，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看到其他人做出了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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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加工制造的完整方案，自己也不甘心落后，会激发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动力。

总之，“头脑风暴”教学法在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是成功的，能够把学生从无聊的网络

游戏中拉回到课堂，并且主动查阅资料解决机械制造中的零件加工问题，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

高了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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