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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测诊断课程作为机电专业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目前仍然采用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讲授法教学模

式，导致学员很难掌握复杂的监测方法原理，把握不住课程学习的思路和框架。因此，为使学员形成“以

用为主”、“以考为辅”的专业课学习思想，提高学员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采用基于抛锚式

与支架式混合模式下的教学方法，以案例作为牵引，以支架作为路径，促使学员主动高效完成学习内容

和达成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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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 course, as an important major course i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
gineering specialty, the course of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still adopts the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mode with the main feature of teaching knowledg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grasp the 
complex principles of monitoring methods and the thinking and framework of course learning. There-
fore, in order to make students form “give priority to in order to use” and “test as the auxiliary pole” of 
professional course learning ideas, and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
lem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mixed model of anchored instruction and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of 
teaching method, cases as traction, as a path to stents, urges students to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study content and the achieve learn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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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机电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机械设备监测诊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本课程的授课目标是让学

员能够掌握对常见的机械设备进行监测诊断的能力，授课对象包括了车辆、维修、机电、能源动力等专

业的本科学员，授课内容也是直接影响到学员将来的工作岗位和晋升潜力。本课程涉及到的学科非常多，

包括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高等数学、振动基础、信号处理、化学等学科。课程

研究讨论的各种工程问题都围绕机械设备结构功能、故障原理来进行，因此，综合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是

这门课程的突出特点，要学好这门课程，学生应学会主动思考、主动学习，并亲自动手去实操与研究。

目前，教学采用的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讲授教学模式，这种被动压迫式的教学模式难以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同时，还会阻碍大学生创造性、探索性的发展，无法达到大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要求。学生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得不到有用的工作技能[2]，仅依靠记忆的学习方法或通

过老师讲、学生听的讲授很难使学生对课程内容有所掌握，获得的知识不能深刻留在记忆中。即使学生

最喜欢的实操环节，虽然实操的仪器、设备、方法能够吸引学员，但由于学生缺乏理论基础，导致实操

环节经常不会甚至不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实操课依然变成了传统理论课的延续，教师讲自己的，

学生走马观花，学生的学习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虽然许多学者曾提出一些教学模式，并进行了教学改革实践，如：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实践

[3]，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自我剖析能力，使学生初步具备监测诊断思维。但这一教学模式仅对部分学

员取得了一定效果；随后又采用过实地教学，但是效果也不佳。究其原因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老师满

堂灌、学员思绪乱”的弊端。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基于抛锚式与支架式混合模式下的教学

实践。抛锚式教学作为一种成熟的教学模型[4]，运用情境化教学技术以促进学生反思，提高迁移能力和

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同时，结合支架式教学[5]辅助，在授课内容中预先设置几个难点的提示，让学员在

主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按照预设的路径完成本次授课内容。将这两种方法混合运用到本课程中，可以

提高学员对本课程的积极性，让学员更好地接受本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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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教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2.1. 抛锚式教学理论 

所谓抛锚式教学是指在多样化的现实生活背景中或在利用技术虚拟的情境中，运用情境化教学技术

以促进学生反思，提高迁移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抛锚式教学是一种学习框架，它

主张学习者在基于技术整合的学习环境中，学会解决复杂问题。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学生学习的内容和

过程是真实的。所学结果具有较高的迁移性，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变得有意义。抛锚式教学的核心要素是

学习和教学活动都要围绕锚来进行。简单来说，抛锚式教学中的锚是指在真实的情境中创设问题所依靠

的故事情节，具体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含义。 
一是技术，抛锚式教学将技术当作教学依靠的锚，特别强调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一方面依靠技术

创设逼真的学习情境；另一方面，学生可以依靠交互式计算机，影碟光盘和互动网站等技术支持，不断

地重访情境中的某个特定部分，并从多种视角对问题加以揭示，使学生的思考拓展到与之相关的领域。 
二是宏环境，通常指包含所需解决问题或主题的一个故事、一段冒险或一个情景，且能引起学生的

兴趣。抛锚式教学强调创设有情节的、真实的宏观背景，并从宏观情境中引出锚定的问题，发展出与锚

相关的类似问题与拓展问题。 

2.2. 支架式教学理论 

“支架”一词的运用始于一百多年前，本意是指建筑行业的脚手架，思想来源于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维果斯基认为，在儿童智力活动中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种是

原有的能力[6]。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原有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差距，这个差距就叫最近发展区，

他认为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可以减少这种差距。同时，维果斯基将这一理论引入到教学中，将儿童的潜在

发展水平、教学和学习相联系，把这三者看作一个相互促进、相互生长的有机统一体。所以学生原本的能

力和可以提升的能力是由教学或者他人的帮助决定的。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员可以按照往年的教

学经验，提前对其中存在的难点设置一定的“发展区”，使学员在教员辅助下主动地完成各个知识点。 

2.3. 基于抛锚式和支架式混合模式的教学方法 

根据抛锚式教学与支架式教学的基本原理过程，通过以下手段将两种方法混合应用于机械设备监测

诊断的课堂中。 
首先，学员在上课之前进行预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通过学习教材，以及图书馆或互联网查找

文献等途径，预习下一节课内容，将问题整理清楚，以问题作为引导。这个过程是本教学方法的重要环

节之一，因为它要求学员具备相当的自觉性。同时，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进一步提高学员的自觉性。 
其次，在课堂上，根据监测诊断课程内容，选取相应的实装案例，设置某一实际故障情景，让学员

运用预习的相关内容去发现机械设备的异常运行状态，判断设备产生的故障状态。引出本次授课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以及对应要完成的学习内容。同时，教员进一步提出若干问题，让学员分组讨论学习，带

着问题去研究授课内容。 
然后，教员引导学生通过自由讨论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讲解讨论中的难点和重点；提出更进一步

的概念应用问题，重复上一个环节，小组形成一致答案后进行总结；然后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并对结

果给出合理解释；教师对结果给予及时反馈，然后再次对教师的反馈意见开展组内讨论。 
最后，对于一个知识点，当大多数同学不能理解的时候，教员给予一定的问题提示、内容细致讲解

或情景辅助等手段作为支架引导学员，使学员在教员给予的发展区中能够理解本知识点。当绝大部分学

生能正确理解后，再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与学习，学生在课后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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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决的问题作为课后作业。 
同时，在授课过程中，设置实操和虚拟训练的相关内容。根据课程中选取的案例设置故障情景，给

定相应的解决方法，以及监测仪器，对目标设置进行实操检测。首先，结合 VR 虚拟训练模式，深入展

现机械设备的功能结构以及运行过程，还能让学员在虚拟环境下练习设备的使用和熟悉监测过程。然后，

在虚拟环境下熟悉操作过程后，可以进入到实操过程，然后逐步地完成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学员对本

次的授课做出总结。 

3. 抛锚式和支架式混合模式在监测诊断课程的教学实践 

在机械设备监测诊断课程中，选取滚动轴承的振动监测这一堂课，应用本文提出的基于抛锚式和支

架式混合模式下的教学方法。首先，让学员在课前预习滚动轴承的相关监测诊断知识，不局限于振动监

测，也可以包括其他的油液分析、红外检测等。 
然后，在课堂上给出某一消防泵运行过程中振动噪声异常的故障案例，先通过视频资料给学员营造

真实的故障情景。根据故障情景让学员进行讨论，水泵中存在的问题：是否是轴承损伤？为什么是轴承

损伤？怎么判断出是轴承损伤？对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让学员开始分组讨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

抛锚式教学过程，抛出水泵振动异常的现象，学员自主去判断是否是轴承故障，展开讨论。同时，在课

前教员准备了可能存在的多个难点对应的详解短视频，作为支架教学的发展区，使学员能够在提示的情

况下完成整个内容。当大部分学员理解了这部分内容之后，再利用抛锚式教学方法根据情景内容再抛出

下一个问题，直至本次授课问题全部解决。授课内容涉及到监测仪器使用和设备操纵时，同时引入虚拟

训练系统，可以更好地营造故障情景，让学员通过虚拟练习，有效地完成故障诊断方法和特征提取原理

的学习。混合教学方法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low chart based on the mixed teaching method of anchored instruction and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图 1. 基于抛锚式与支架式混合教学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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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基于抛锚式与支架式混合模式教学方法实施后，极大地激励了学员兴趣，学员普遍反映这种教学方

法很自由，不仅提高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营造的课堂氛围也非常好。这种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学员被动、被迫学习的消极心态。在监测诊断中应用这种混合教学模式，通过一系列的课堂和实习

教学实践，培养了学生专业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协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教师的教

学能力。同时，利用实操考核与笔试理论考核检验教学在实习教学中的效果。结果表明，实施教学改革

后的学员测试成绩明显高于一般教学模式的学员成绩。但是，该教学方法存在明显不足，那就是对学员

自觉性要求较高，对课程的内容与案例的结合程度要求较高；该教学方法有效实施还需要学员自身素质

的提高以及教员对本课程内容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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