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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金工实习课程&主题'和

&内容'的教改之探讨 !

!!!以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为例

唐皓?!Q

!张籽林?

!唐果宁?

"湖南科技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Q)机电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每届都设有/主题0/内容0$形式新颖% 这种基于/主题0和/内容0的赛事运

作理念$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和创新意识$激发其投身工程实践的热情% 目前金工实习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缺乏教育教学理念及制度上的宏观指导$借鉴这种基于/主题0和/内容0的赛事运作理念及运作模式$有利于金工

实习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创新大赛'金工实习'课程改革'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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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作为两年一届的规范赛事#第八届""#!+ 年$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暨'杭州未来科技

城杯(创新设计大赛决赛于 2月 ""R"3 日在浙江

工业大学隆重举行) 该赛事的显著特点就是每届

均设有'主题(和'内容(#如第八届赛事主题为

'关注民生*美好家园(#内容为'!$城市小型停车

机械装置-"$辅助采摘水果小型机械装置或工

具() 根据辞海释义#'主题(即'中心思想(#'内

容(即'表述载体(#两者在一定的理念背景条件

下达到和谐和统一) 回顾前七届大赛#教育部高

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旨在培养和提高

当代大学生的创新开发能力*综合设计能力和工

程实践能力#以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以及社会诉求

为背景#在展示高等院校机械学科教学改革成果*

鼓励机械产品研究设计与生产相结合的同时#充

分发挥政府引导*行业推进的积极作用#通过与时

俱进的'主题(和'内容(发展理念#不断地为全国

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积极创新的广阔舞台#成

效显赫且备受关注) 这种理念#一方面表明党和

国家以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大学生基础和应

用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各高等院校在

实施具体的教育培养活动中#应不断创新教学方

法与手段#积极开展课程教学与改革+!

4

3,

) 为配

合学校第二课堂教育以及师生的互动协同#课题

组指导了 *名机械类学生参加本届全国大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大赛#尝试了基于'主题(和'内容(理

念的赛事模式#收获颇丰) 反思我校目前金工实

习课程教育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

为#所遇到的'瓶颈(主要还是来自'顶层设计(#

即缺乏对金工实习课程教育教学理念及制度上的

指导) 若借鉴这种基于'主题(和'内容(的赛事

运作理念及运作模式#无疑将有利于金工实习课

程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5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简况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是由教育部牵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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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高校参加*每两年一次的盛会) 纵观历届大

赛#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赛事级别高) 赛事教育部

备案#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全

国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机械原理教学

研究会*机械设计教学研究会联合知名企业和著名

高校共同承办#其权威之高#达业内之最-二是赛事

规范#两年一次) 每届组委会于前一年就发布通知

"第八届启动时间为 "#!2年 %月$#明确目的*主题

与内容*组织与领导*参赛条件与方式*相关进程与

重要时间节点等#赛事轨迹一目了然-三是影响面

广#参与性强) 赛事自 "##3 年 $ 月在南昌大学举

办以来#不仅受到全国高校及大学生们的高度重

视#而且也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的普遍关注-

四是公正透明#运作简单) 组委会只需聘请专家#

拟定'主题(和'内容(以及对作品评审过程进行监

督-五是意义深远) 不仅学生获得感强#记忆深刻#

而且作品本身还为社会提供了技术储备)

梳理历届大赛的'主题(和'内容(#每届赛事

都紧扣时代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见表 !$)

如第二届主题为'健康与爱心(#内容为'助残机

械*康复机械*健身机械*运动训练机械等四类机

械产品(#背景则是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

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我国装备制造业全面复

苏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第三届主题为

'绿色与环境(#内容为'环保机械*环卫机械*厨

卫机械三类机械产品(#背景则是随着装备制造

业全面复苏*发展#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突出#社会

各界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增强环保意识刻

不容缓-第四届的主题为'珍爱生命#奉献社会(#

内容为'突发灾难中#用于救援*破障*逃生*避难

的机械产品(#背景则是'汶川地震(#即 "##+年 *

月 !"日#汶川发生的 +)#级地震#造成 1)$万人死

亡#%2)* 万人受伤#近 !)+ 万人失踪#是继唐山大

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等等) 综上所

述#虽然每次赛事'表述载体(都是机械类作品#

但通过赛事'主题(和'内容(的变化和契合#与时

俱进#既使大学生关注国家的发展动态#又使他们

的思想境界和学习动力得到了提升)

表 !5历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主题和内容

主题 内容 背景 主办单位时间

第二届 健康与爱心

助残机械*康复机械*健身机

械*运动训练机械等四类机械

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制作

装备制造业全面复苏#从制造大国

转向制造强国

湖南大学

"##1)!#

第三届 绿色与环境

环保机械*环卫机械*厨卫机

械三类机械产品的创新设计

与制作

环保问题开始突出#环保呼声高

涨#增强环保意识刻不容缓

武汉海军工程大学

"##+)!#

第四届
珍爱生命# 奉献

社会

突发灾难#用于救援*破障*逃

生*避难的机械产品设计与

制作

'汶川地震(

东南大学

"#!#)!#

第五届
幸福生活///今

天和明天

休闲娱乐机械和家庭用机械

的设计和制作

"##$年 !月起#中国所有室内公共

"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

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禁烟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西安$

"#!")#2

第六届 幻3梦课堂
教室用设备和教具的设计与

制作

与德国慧鱼创意协作#开展我国工

程技术类先进教育理念的教具

开发

东北大学

"#!3)#2

第七届
服务社会///高

效*便利*个性化

钱币的分类*清点*整理机械

装置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开始制定#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

山东交通学院

"#!1)#2

第八届
关注民生* 美好

家园

!$城市小型停车机械装置-"$

辅助采摘水果小型机械装置

或工具

结合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做好服

务这个核心

浙江工业大学

"#!+)#2

"5 对我校金工实习课程教学现状的反思

从赛事简况看出#基于'主题(和'内容(的赛

事运作理念和模式#不仅有助于聚焦'热点(#激

发学生们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而且还思路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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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运作简单*寓教于乐*影响深远#完全可以为金

工实习课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示范) 目前#我校

的金工实习课程仍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认识

性(实习"第 %学期$#内容包括现场观摩教学*实

训技能操作和'工程意识(建立+*

4

1,

-二是'生产

性(实习"第 2 学期$#内容包括进一步让学生加

深对各种加工方式的理解*进行实际机械装置制

作以及对其设计的作品进行考评) 前者注重的是

学生的知识面和技能操作#后者侧重的是学生的

学习成效) 表 " 统计了 "#!1R"#!+ 年部分机械

类学生'生产性(金工实习作品#每件作品参加设

计的学生人数为 3R1人)

表 "5"#!1R"#!+级部分机械类学生金工实习作品

完成年份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品总数,件

"#!1年 模型 吊扇*飞机*荷兰风车*自行车*炮车* %̀火箭等 +

"#!1年 装置 自动打糕机*宜家镜框*新式石磨*糕点成形机等 1

"#!1年 小工具 可折叠灯罩*弹弓*手动风扇*投石机等 *

"#!2年 模型 迫击炮*坦克*加农炮*狙击枪*轮式装甲车等 $

"#!2年 装置 智能刹车系统*玉米脱粒机*自动晾衣架等 2

"#!2年 小工具 水果削皮机*剪式千斤顶*便携折叠椅等 1

"#!+年 模型 滑板车*篮球架*小推车*摩托车*三轮车等 +

"#!+年 装置 共享自行车停车架*越野车防撞杆伸缩装置等 1

"#!+年 小工具 万能扳手*创意笔筒*可换头螺丝刀*水果采摘器等 2

55从表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学生们的金工

实习作品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 具体体现为!一是'生产性(金工

实习的'权威性(明显不足) 本来'生产性(金工

实习作为一门课程重要部分#已经固化在教学文

件之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然而#学生们拿出

的作品却显得随意#没有充分反映出其能力和水

平#这显然是课程实施的主体组织不够*关注不

足#进而导致学生们关注度不够#影响力不足-二

是作品的'主题(分散#'内容(众多) 如表 " 中模

型类作品有 "*件#装置类作品有 !+件#小工具类

作品有 !+ 件#显然不利于学生'工程意识(的提

升-三是作品评判的标准不易把握#学生的知识获

得感存在偏差) 如表 " 中 "#!+ 年的装置类作品

%共享自行车停车架&与模型类作品%篮球架&#其

复杂程度和工作难度存在较大差异#无法用统一

的标准进行评判)

从理论上说#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途径#金工

实习'认识性(实习和'生产性(实习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认识性(实习是基础#'生产性(实习是

能力) 学生通过学习专业课程#掌握机械制造操

作技能#建立'机械制造(的'工程意识(之后#需

要体验实际机械装置从构思到成为产品的全过

程#才能真正地构建好'知识链(#全方位提高综

合能力+2

4

!#,

) 然而#通过对机械类大四学生以及

毕业生的走访*调查发现#结果与期望存在差距)

具体反映在几方面!一是大部分受访者对金工实

习过程印象深刻#但对具体的课程*内容印象却淡

薄) 他们记得金工实习期间经历了 2R+ 个工种

的实训#但子课程名称却数不过来"车*铣*刨*磨

等也称为金工实习的子课程$-二是谈到个人的

收获#大部分受访者列举的更多的是'钳工( '数

控加工(和'特种加工(等情景类课程-三是当问

及个人'工程意识(和'创新能力(何时得到了增

强#大部分受访者回答是在校期间的竞赛和工作

后遇到困难时自己的勇于突破) 究其原因#一是

两次金工实习时间间隔近两年#第一次是大二上

学期刚刚开始接触专业课#第二次是大四上学期

基本结束所有的专业课#显然间隔时间太长不利

于学生'工程意识(的固化-二是金工实习课程流

于进程#每一个学生接受的教育基本相同#缺乏个

性和新颖#给学生的印象冲击不够深刻-三是指导

教师活力不足#连续几年来给学生的'实习命题(

变化不大#学生对'作品(的交流*教师对'作品(

的评判不够准确)

由此#笔者反思!"!$将金工实习课程教学与

具有鲜明'主题(和'内容(的赛事有机结合#同时

辅以个性化实训#有意识地提高其权威性*规范性

和广泛性#无疑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升其能力-""$鼓励教师参与金工实习相关课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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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教学改革#鼓励他们结合时代发展或正在

进行的科研内容#踊跃提出类似于'赛事(的'主

题(和'内容(#无疑将促进师生科研工作的互动-

"%$仿效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组委会运作模式#

固化为学校层面的'赛事(活动#提前一年告知赛

事#无疑将有助于学生工程实际能力的增强)

%5指导学生参赛的体会

结合对我校金工实习课程教育教学的反思#

笔者基于'主题(和'内容(的理念和模式#指导 *

名机械类学生参加了第八届""#!+ 年$全国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围绕赛事提出的目前许多

城市自行车找不到停车位*自行车乱停乱放*大型

车库需要人工整理自行车等问题#设计制作一款

可倾倒便捷式停取车装置#旨在节省自行车停车

空间#美观*实用且减少能耗#为城市文明建设作

出贡献) 可倾倒便捷式自行车停取装置#其外观

形态见图 !和图 ") 主要装置包括第一车架导轨

倾倒及复位机构*第一车架滑块拉升及复位机构*

第一车架装夹机构*第二车架拉升机构和第二车

架装夹机构) 其特点#一是将自行车提升至垂直

平面#节省 3#g的停车空间-二是两个停车架可

适应不同种类轮胎大小的自行车停放) 工作原

理!当自行车进入装置#第一车架导轨倾倒及复位

机构开始工作) 先是利用液压杆件系统将自行车

"轨道$倾倒#第一车架滑块拉升及复位机构将滑

块拉升#第一车架装夹机构对自行车进行整体固

夹) 接着第二车架拉升机构开始拉升#第二车架

装夹机构夹固自行车#使自行车与装置为一个整

体) 取车时#拉动手动操作杆#松开第二车架装夹

机构松开固夹#第二车架拉升机构解除拉升#第一

车架装夹机构松开固夹#第一车架滑块拉升及复

位机构复位#完成取车过程)

图 !5装置示意

图 "5装置局部示意

为检测学生的能力提升情况*做好参赛准备#

教师和学生进行了统一筹划) 第一#认真对学生

进行赛前动员) 本次赛事主题是'关注民生*美

好家园(#内容是'城市小型停车机械装置(#要求

学生关注当下*热爱生活#把自己融入'中国梦(

的建构之中#体现在作品的表达方式上一定要方

便*简洁#富有新意#激发学生参赛热情-第二#根

据机构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关键机构首位是车架

!导轨倾倒及复位机构#因为它涉及装置的外观*

材质和主要动作#涉及液压元件*机械加工等综合

知识"见表 %$-第三#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全面

考察#内容包括平时成绩*专业水平*综合能力*个

人特长等等"见表 3$-第四#根据机构复杂程度*

结合学生综合能力#将 *名参赛学生分为两组#一

组负责机构 !#3#* 的设计与加工#由学生 !#3#*

主要承担#另一组负责机构 "#%的设计与加工#由

学生 "#%主要承担-第四#针对学生个体情况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实训"见表 *$) 外观和平面设计培

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查阅资料*了解动态*设计外观

及平面*学习经济与环保相关知识等-液压专门知

识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液压传动知识*液压

元器件的设计和要求等-机械制造理论与结构原

理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等课

程的设计原理与方法#注重作品原理*功能*结构

上的创新性-机械加工工序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车*铣*刨*磨*钳等重点工艺*工序的实习-装配工

艺*技术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装置零部件的装配

工艺*工序的熟悉#装配精度要求培训等)

通过基于'主题(和'内容(的个性化培养和

参赛作品制作#* 位学生普遍感觉良好#收获颇

丰) 概括起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实

例提振了他们自身应担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只

有刻苦学习#提高能力#才可能施展才干#不辜负

'中国梦(对自己的期望-二是对工程实践和社会

#2



第 "期 唐皓#等!基于金工实习课程'主题(和'内容(的教改之探讨

需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之前的金工实习大多

是循计划*走程序#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和从属地

位#体现在具体的实训上#更多的还是就事论事#

进而导致他们对工程实际和社会需求的了解动力

不足) 通过参赛#尤其是通过'主题(和'内容(融

合#学生们对工程实际和社会需求了解的目的性*

主动性和获得感明显增强-三是正确认识了自身

存在的差距) 由于个人环境*思维惯性以及行为

方式的局限#每一位同学都存在某种能力上的不

足) 通过赛事#通过对每一位学生能力的全面考

察#在事实面前挖掘出学生个体能力上的不足#有

所针对地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从而激发了他

们更大的学习热情-四是团队协作精神显著增强)

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

作用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大家必须携起手来#

彼此沟通#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他们正

是在这种'主题(和'内容(融合的装置制作过程

中#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历练#极大地增强了他们今

后承接项目的信心)

表 %5装置的机构重要性排序

机构重要性排序名称 主要工作元件 复杂程度及工作量比重

!*车架 !导轨倾倒及复位 液压系统#导轨#复位部件 复杂#3#g

"*车架 !滑块拉升及复位 滑块#复位部件 较复杂#%#g

%*车架 !装夹 装夹部件 较复杂#!*g

3*车架 "拉升 拉升部件 较不复杂#!#g

**车架 "装夹 装夹部件 不复杂#*g

表 35参赛学生能力状况摸底汇总

名称 综合能力评价 特长

参赛学生一 成绩较好#设计能力较强 视野较好#善于设计*计算

参赛学生二 成绩较好#动手能力较强 喜欢琢磨#善于计算*创新

参赛学生三 成绩一般#综合能力较强 好奇心强#善于创新

参赛学生四 成绩一般#动手能力较强 喜欢琢磨*善于动手

参赛学生五 成绩一般#综合能力较强 视野较好#善于创新*动手

表 *5参赛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名称 主要培训内容55 参培学生

!*外观和平面设计培训 查阅资料*了解动态*外观及平面设计等 全体学生

"*液压专门知识培训 了解液压元器件的设计和要求 学生 !*3**

%*机械加工工序培训 机械加工重点工艺*工序实习 学生 "*%

3*装配工艺*技术培训 装配工艺*工序以及装配精度实习 学生 "*%*3

35结语

我校目前金工实习教学效果存在的问题主要

还是来自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即缺乏对金工

实习课程教育教学理念及制度上的宏观指导) 借

鉴基于'主题(和'内容(的赛事运作理念及运作

模式#同时对每一位学生辅以'个性化(培养#有

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和金工实习课程教育教

学改革进一步深化) 鉴于此#建议学校及相关部

门!"!$参照'赛事(组织方式#将金工实习的'生

产性(实习转换为学校组织的一项权威'机械创

新赛(赛事#提前一年公布%赛事通知&以及'主

题(和'内容(#并且在学工系统广泛进行宣传#深

入人心-""$仿效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组委会运

作模式#规范赛事流程#并且落实相关的部门和工

作内容-"%$鼓励教师参与金工实习相关课程的

教育教学改革#结合时代发展进行师生的科研互

动#踊跃提出赛事的'主题(和'内容(#并以此为

契机将学生带入科研团队#逐步建立学校的'赛

事专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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