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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机械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互换性与测

量技术课程是本科阶段机械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性课程，该课程的教学也在教学改革过程中

不断探索，更完善的教学模式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教

学改革的探索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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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mechanical majors are also constantly updated and developed. The interchangeability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basic course for 
mechanical majors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is also constantly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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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reform. A more perfect teaching model can enable students to 
better grasp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and truly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ere-
fore,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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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课程是本科阶段机械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性课程，它是由基础学科过

渡到专业学科的重要桥梁[1]，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机械类专业

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国内不少高校也在为本课程的教育改革进行积极的探索。通过教

学让学生掌握这门术语多、概念多、标准多、代号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能学以致用并非易事。笔

者正承担着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工作，根据自身的实际教学情况，结合教学过程中的切身体会，浅谈几点

该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思考。 

2. 教学方法的改革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用来教授学业，传授道理，解释疑难问题的人。随着高等教

育的教学改革更是要求教师不仅能够教会学生基础知识，更应该着重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去运用知识[2] [3]，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并能学以致用，就要求教师要讲究一些教学方法

和策略。 
启发诱导法——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本课程中的概念多、术语多，

切记不要让学生“囫囵吞枣”式的死记硬背公式，定理。如何让学生提起学习兴趣主动思考，让学生不

觉得乏味枯燥。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备课阶段充分下功夫，比如：充分结合音视频教学，搜集一些贴近生

活的教学素材，利用多媒体的直观性，可反复性教学。在教授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不要简单地给学生下定

义，直接圈画出知识要点，应该善于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去主动地思考和总结，例如：公式的推导运算，

尝试让学生自主去计算，总结归纳一般规律。启发、组织学生开展合作、探究、自主性学习活动。 
循循善诱法——《论语》曾言“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教学中教师要

善于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引导教育学生。面对这门难度较大的复杂学科，教师应切记不要死板的灌输式

教学，对同学们来说，对于一门新接触的课程，势必充满了学习的好奇心，作为教师要善于抓住学生的

好奇心理，例如：在课程伊始的引入教学，我们就可采用举例法，结合多媒体教学，通过列举生活实例，

让学生理解什么是互换性，而互换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实际运用，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拉近课堂与生活的距离，再尝试将这些生活实例引向我们机械中的一些常用零件，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该

学科，并且对互换性有一个感性认知，进而教师可进行循序渐进的诱导式提问，尝试让学生再列举一些

生活实例，加深理解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形成师生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 
归纳检测法——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探究的问题。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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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对该问题进行归纳和小节，也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尝试归纳总结。每堂课教师应该预留至少五分钟的

时间，让学生回顾、总结、反思。教师应提前准备好与这节课教学内容紧密相关基础题目当堂引导学生

自主回答，即时检测、及时反馈，在这个过程中能让教师快速了解学生的课程掌握情况。也能锻炼学生

的自主总结能力。 
小组讨论法——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取小组讨论的方法去理解教学内容。

例如：以 4~5 人为一个小组，针对某一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讨论，选派一名小组代表分享小组讨

论结果。教师针对学生的分享做出及时的反馈。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

气氛，让学生充分理解问题，并提高自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课堂教学不再枯燥乏味，真正

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教师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3. 教学内容的改革 

随着新的教学要求的提出和课时量的缩减，教师应适时改变原有教学模式中认知性的内容多，创造

性的内容少的教学模式，适应新的教学体系，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增强理论基础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切忌考前“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准备，而

是要夯实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在过去强调应试教育的教育体系背景下，大部分教师都过于看中学生的

考试成绩，一张试卷只能反映出学生某一方面的学习，而不能全面体现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提倡素质教

育的当下，应着重去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不能“以考试分数论英

雄”。对于这种基础性课程更是要打牢基础，在教学内容上要形成系统化，模块化。可利用思维导图的

形式将每个章节的内容合理串联起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记忆链，系统化的学习知识。只有掌握了基

础知识，才能为以后在实践中运用有关测量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 
增加实验课程的比重，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课程，

必须要紧密结合相关的实验操作，并且常常研究的都是微观的东西，以微米作为计量单位，比如：微小

的位置偏差，尺寸偏差等，较难理解。对于这种基础应用型课程，实验教学是学生学习该课程的重要环

节，本门课程与实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实验课学习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对理论知识有

感性的理解与认知，让学生初步具备自主处理数据的能力，为他们今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对该课程的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简化，删除空洞的说教，增加一些实用性、应用性较强的内容，

将涉及本专业的前沿动向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去。所以就要求授课教师及时关注本学科的发展动向，

及时对自己的授课安排，备课计划做更新。因为只有教师站到前沿，才能引领学生更好的学习。这也间

接考察了教师规划和分析的能力。随着课时量的缩减教师应该合理规划课程及学时安排，在教学安排上

应该强调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基本技能的训练，讲透重点、难点。对重点章节要做重点探究。例

如：本课程重点就是让学生掌握几何量的误差、公差标准及其运用、检测方法。所以我们应结合相关章

节增加适量的实例分析和思考题让学生着重练习。 
引导学生对有深度的学习内容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小组合作探究这种教学形式如何达到教师的预期

效果，需要教师在探究的问题方面多下功夫。现代新型课堂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展示。但是，在实

际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只是一味的增加小组讨论这种形式，并没有提前预设好小组讨论是否有必要，

有效果。对于没有深度，过于简单的问题就不用引导学生去展开讨论，不仅浪费了课堂教学时间，也在

消磨学生学习的热情。小组合作形式过于单一，甚至缺少必要的探究内容。教师引领学生合作探究学习

就要设置有一定深度的值得学生进行讨论的内容。 

4. 结束语 

教学改革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深化教学改革是大学适应发展的需要，尤其对于这种应用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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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课程，必须要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才能更好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在这一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此文以互换性与基础测量课程为核心，笔者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经历，对

教学课程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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