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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式教学法虽然经典，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应用也很普遍，但要真正在课堂上特别是设备构造与维修

教学训练中运用好它，却并非易事。往往是时间花费了，但效率和效益却并不高，究其原因，还是缺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具体课程、具体专题采取的教学方式没有做到区别对待，本文试图从设备构造与

维修这个角度研究讨论式教学法的运用原则、注意事项、运用模式等。抛砖引玉，为教学法改革和训练

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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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is classical and widely used in our classroom teaching, but it is 
not easy to use it in the classroom,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of equipment co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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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maintenance. It is often time-consuming, but the efficiency and return are not high be-
cause specific problems are not specially analyzed. That is, the teaching methods for specific courses 
and specific topics are not different.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application mode, and others of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equipment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t starts a discussion and makes contribu-
tions to teaching reform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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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讨论式教学法是一种进行课堂知识交流、问题研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教学模式。在设备构造

与维修教学训练中，老师可以通过讨论式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在设备维修训练中开展相互交流、相互讨论、

甚至是辩论，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学生通过对设备维修训练中的重点内容、难点内容、关重部件等开

展讨论，各抒己见，在讨论中既巩固了设备构造知识，又拓宽了视野、交流了经验，还体现了学生相互

借鉴、互帮互学的互助精神。为此，我们又重新研究了讨论式教学法，并将新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设备构

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 

2. 在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的应用原则 

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目的，老师在上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中使用和实施讨论式教学方法时，

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1) 联系实设原则 
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设备(简称：实设)实际，联系实设提问题，再在问题讨论时，引导

学生联系工作单位和设备、联系现场化训练的实际。必要时，可以结合案例讨论，把学生学习、训练、

生活等实际中的问题带到课堂上、带到实设上进行解决。 
2) 为工备工原则 
设备是要参加工厂去工作的，在开展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开展教学

就是为了能使设备将来能以最好性能状态投入工厂，供操作人员使用，因此，要特别注意从操作条件出

发，开展实际条件下设备维修讨论研究。 
3) 思政引导原则 
一旦讨论气氛活跃了，打开了话匣子，学生有可能就无话不谈，此时老师一定要注意贯彻思政引导

原则，正面引导，适时穿插与设备维修等相关的政治内容和英雄人物，特别是引出爱设备护设备的典型

事例，引出不畏艰险，勇于排出设备故障等感人情节。所以，老师不仅要在问题讨论过程中发挥设备专

业特长，而且还要自身加强政治修养，以创造设备专业思政渗透的良好课堂氛围。 
4) 小教辅导原则 
无论是维修操作还是研讨，不仅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老师当“导调”和“演员”，还要求老师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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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利用好“小老师”，这里的“小老师”是学生入学前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维护维修操作经验的“老司

机”，让他们担当主角，并“串演”老师和学生，效果会更好。因为他们毕竟也是学生，与其他学生没

有距离感，没有“代购”，学生之间更容易沟通和放得开，也避免了个别学生畏惧老师的心理问题发生。 
5) 全员互动原则 
研讨中，老师要既当“导调”，又当“演员”，既要参与讨论进程，进入讨论现场节奏中，又要控

制好场面和节奏，导演好“剧情”，寻找“主角”和“主演”，特别是要注意鼓励、帮助不同层次的学

生积极参与，使每个学生都开口发言，共同参与、全员互动，引起全课堂共鸣。 
6) 准备铺垫原则 
要克服讨论冷场现象，为使学生在问题讨论或辩论中省时高效，因此，老师必须深入了解学生的设

备理论和构造掌握情况以及心理状态，应在课前布置预习或者要求查阅有关资料、熟悉设备性能、结构

和操作等，使学生有丰厚的知识积累、有饱满的情感和动力，从而为问题讨论做好前期铺垫工作。 
7) 动态组合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老师一是要做到问题类型的组合、设备部件类型的归类。二是要注意教学方法与学法

的动态组合，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三是要注意组织形式上的动态组合，虽以小组讨论为主，但应

与大组辩论等其它组织形式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思维状态、情感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

的动态有机组合。 

3. 在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的应用方式 

在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运用讨论教学法时，老师要注意使用好讨论教学的组织、激发和引导，

应将所要讨论的问题事先(一般提前一周)布置给学生，使其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在课堂上，老师作为讨论

的组织和倡导者，要不断调节气氛，鼓励每个学生积极发言，要采用“抛砖引玉”等方法，尽快使学生

摆脱不愿先出头的心理，积极进入角色[1]。 

3.1. “抛砖引玉”创造良好的开端 

老师把问题抛出后，不能直接叫各小组讨论开始发言，而应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提示和引导学

生，然后去鼓励推动(可以先点将)每个人进入发言、评论、辩论等状态，使得学生踊跃地主动谈出自己的

观点，创造良好的开局。此时要注意提醒学生认真倾听他人阐述观点，使学生能吸收其他同学的观点而

评论和辩论，同时还可完善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形成一个相对高质量的个人观点，才能有底

气评论和辩论他人的观点，也才能完善学生自己的知识结构。 
比如对通信电台维修，设备构造学习完成后，对其维修方法步骤等可以先讨论，但由于学生接触电

台机会少，预计会出现冷场的局面，这时老师应该先提出根据电台组成可以分段讨论维修方法等话题，

从主机、功放、天线、供电装置等结构组成逐一使用不同的维修方法和检测方法等，以打开学生的话匣

子。 

3.2. “运筹帷幄”形成聚焦的氛围 

在讨论课中，学生是主体，并不是说老师就不起作用，听之任之。相反，老师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

应起到一个“幕后引领”的作用，中途注意巧妙地引导提醒讨论话题走向。首先，老师是组织者，要调

动课堂讨论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当群体讨论出现多数压倒少数、决策极端性转移时，老师要能控制住

局面，及时巧妙地引导而不是强迫使讨论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最后，老师还要总结讨论课的观点，评

价观点，对于积极、有效、高质量的观点给予鼓励，并阐明自己的综合观点，使学生对讨论问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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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的认识，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认识。 
比如对设备中的传动装置维修，在了解了构造组成以后，学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组成部分讨论维修

计划等，由于设备的传动装置由主离合器、变速箱、左右行星转向机、左右侧减速器、左右半轴、制动

器等组成，加之私家车的普及，学生对离合器、变速箱等较熟悉，所以讨论时不一定能聚焦到一个话题

上，这时老师应该引导就离合器和变速箱开展不同的话题讨论，可以把时间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

场讨论离合器并到设备上去实施维护维修，下半场讨论变速箱并到设备上去实施调整和维修。 

3.3. “海纳百川”开创包容的局面 

在讨论或辩论中，老师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容不得他人的观点和发言内容等问题发生：第一，防止某

些人的观点被他人否定或讥讽，使得部分学生不敢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压抑保留的氛围不利于知

识的汇集；第二，注意防止习惯性观点成多数而压倒少数人的观点，使少数人屈从于多数人的观点而掩

盖了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做出不理智的决定，即“从众决策转移”，这对解决问题和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都是不利的。对此，老师应及时地引导学生尊重别人，培养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形成包容的局面，使讨论

或辩论在不知不觉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2]。 
比如设备中的电器系统断电故障的检修问题，首先讨论分析故障原因，一般断电故障可能有接触不

良、元器件老化、导线断损、保险丝烧毁、开关损坏等原因。这时如果要讨论分析故障原因时，就很有

可能出现大多数人认为“故障原因是保险丝烧毁”的观点，因为这是排除故障的从简到难的基本分析习

惯性思路。但一定有人会提出“开关损坏”的不同观点，因为开关使用的频率高而且也容易老化等，按

理说大众的这种心理是对的，但对于某一分系统来说，这种故障往往是开关按钮容易出现接触不良而造

成的。所以这时候老师就要防止习惯性思维现象，要站到少数人一边，通过发表一些客观的陈述，提醒

和引导学生注意吸收别人的观点，而使得自己的判断分析更全面，在无形中扭转局面[3]。 

3.4. “画龙点睛”营造完美的结局 

在讨论或辩论结束后，老师首先要求各组互评，然后老师再及时归纳总结，特别要点评精彩的发言

和辩论者，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得讨论课的成果效果更上一层楼，让学生回味无穷。 
比如在对设备的动力分系统维修进行讨论教学时，当讨论结束后，先对各组和精彩发言进行讲评，

然后再对各装置的维修方法步骤等可进行“顺口溜”式的总结，并板书，这样既可启发学生回忆教学内

容，又能方便学生记忆，使得该次讨论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在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的应用模式 

在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运用讨论教学法时，我们总结归纳了如下模式供参考[4]。 

4.1. 精讲–设问–讨论–小结模式 

在对设备涉及的构造原理性强、理解难度大的教学内容应用讨论式教学方法时，老师可对构造原理

重点、难点进行浓缩精讲，简明扼要地将原理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呈现给学生，再将精心设计的问题

让学生分组讨论或上设备去触摸寻找对应部件，然后组织讨论谈感受，最后老师讲评小结[5]。 

4.2. 自学–互教–讨论–评价模式 

老师可以对比较浅显、容易理解的简单部件构造知识以提问的形式课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带着问

题课前自学准备，然后轮流推选代表上讲台或上设备当“老师”，进行互教互演活动。最后在老师指导

下开展全班讨论或辩论，进行学生相互评价和集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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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情境–问题–讨论–陶冶模式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内容，结合设备实际构造和涉及到的故障现象等，揉合与设备维修相关的

典型爱设备模范人物事例等，创设一定的情境，并提出适合此情境的设备故障现象问题，在师生情感共

鸣的课堂氛围中，老师让学生怀着特定的情感参与讨论或辩论，从中获取知识、陶冶情操，无形中受到

思想品德教育。 

4.4. 问题–转换–讨论–解决模式 

把设备构造原理内容与实设结构联系起来，列举可能出现的故障现象等问题，要求学生在参加讨论

或辩论时转换成老师角色，设身处地地去讲解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并进行操作示范，同时老师当学生

参与操作训练，由学生点评讨论，最后熟悉故障分析排除步骤等相关内容。 

4.5. 案例–对比–讨论–鉴别模式 

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老师在讲解关重部件故障排除教学内容时，可列举排除故障方法路线正反案

例，或优劣案例、不同特征的优秀案例，组织学生展开对比操作并讨论或辩论，找出差异，并进行识别

鉴别与对比等，提高学生故障分析鉴别能力。 

4.6. 示范–模仿–讨论–训练模式 

这种模式，是目前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教学中使用最常见的模式，老师在阐明要掌握的行为技能，

解释操作的规则、要领和程序后，向学生进行操作示范，让学生尝试模仿，然后让学生讨论或辩论评价

模仿结果，找出差距，再进行提升训练。 

4.7. 质疑–讨论–解惑–确认模式 

当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提出教学中不理解的问题或在训练中发现的问题后，老师不立即作答，让学

生自己讨论或辩论解决。当学生遇到困难时，老师再作点拨启发，最终使学生得以理解确认，得到圆满

的答案。 

5. 在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训练中的应用实例 

要使用好讨论式教学法首先必须做好预习导学教案，预习导学教案要根据设备结构特点和故障特点

来制作，做到预习知识问题化，设置问题层次化等。一般对原理等知识要设“为什么”等问题，对构造

等则要设“如何布局”等问题，对典型故障要设“如何分析，怎么排除”等问题；难易程度上设置高、

中、低三个层次，按由易到难的顺序编排[6]。上完课后，老师还要根据导学教案在课前及课堂的使用情

况进行反思，并进行记录，以备进一步对导学教案修正完善，本文以“设备镶嵌电台构造与维修专题”

为例。 

5.1. 分组 

分组时，每一组由 3 个人组成，其中包含优等、中等和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每组设置一名组长，组

长不一定是学习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热心、最有责任心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从而才能发挥好小组长

的管理、组织、检查和安全作用，以培养他们高效的学习精神和深入研究、快速排除故障的操作技能。

此外，还要制定小组和个人的评价规则，实行量化评分制，和平时成绩严格挂钩。 

5.2. 步骤 

1) 分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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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集中讨论前一周，把“电台原理构造与维修”预习导学教案等材料发给学生，让学生阅读并

熟悉教材中关于电台的构造及功能等，查阅无线通信资料和读物，搜集微波和通信等必要的信息，并积

极地思索，初步形成关于导学教案中提出的电台接收不到信号等故障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让学生有针

对性地开展准备工作，并提出准备要求，在布置后的第三天还要询问督促各小组的活动情况。 
2) 小组活动 
各小组可根据学生的年龄、学历、经历等进行分工，分别对应通信基础资料搜集、电台原理构造和

故障排除三部分，这样他们在准备时能精力集中、针对性强,讨论时就资料充足一些、知识丰富一些，对

问题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一些。各个学习小组的讨论地点应该彼此分开，小组应以他们自己有效的方式组

织活动，老师不应进行干涉。 
3) 课堂讨论 
各个小组派出自己的代表，发表本小组对于问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此时的发言是体现学生扩展和

深化对问题理解程度的。发言完毕之后发言人要回答其他小组成员的提问，本小组的其他成员可以代替

发言人回答问题。 
老师充当的是组织者和主持人的角色，可以提出几个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和处理方式，比如设备

镶嵌电台的组成与一般通信电台的区别，由此带来故障分析有什么不同？再比如设备镶嵌电台天线是

鞭状的，容易在道路上奔袭时损坏天线座，故障分析时是否要重点关注？等等，组织各个小组对这些

问题和处理方式进行重点讨论，这样可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故障现象合理分析和排除方案的合理解

决上。 
4) 评价总结 
在小组和小组集中讨论完成之后，老师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和总结，这种总结可以

是总结原理知识和结构组成，也可以是获取排除故障技能和经验的方式。老师还可让学生以书面的形式

作出总结，这样学生的体会将会更深，对导学教案以及讨论学习中所反映出来各种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

的认识。 

5.3. 思考 

1) 讨论式教学方法可使学生在合作式学习中提高学习兴趣 
由于学生们思想活跃、充满朝气、表现欲强、敢想敢干，因此他们对任何新奇的事物都有好奇心、

学习兴趣浓厚、情绪高涨。通过个人和小组讨论等方式，使得他们有机会自己学习，边讨论边思考，充

分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激发了他们的热情，提高了他们的兴趣。 
2) 课堂评价是学生进步的重要动力 
任何人都有得到别人肯定的欲望，都渴望有一种超越别人的成就感，学生们内在的成功喜悦才是他

们进步的真正动力。因此要重视各种评价，把评价变为一堂课的可口佐料、自然顺畅，并利用评价手段

使得学生个人和小组能得到认可，从而使得讨论式教学更能体现学生学习进步，更能促进学生积极主动

学习，成为一种重要动力。 
3) 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质量 
为了达到通过小组学习而形成良好的合作效果，老师必须进行恰当的引导。首先要求小组要纠正心

直口快的学生还没有想好就急于发言，问题脱口而出现象，使他们避免有时就会说半截话，或者有时说

一半又重说的现象发生，因此老师必须要求小组成员对他们提出更正意见，重新讲解要求。其次还要要

求小组培养学生认真倾听的习惯，小组成员在交流时让其他成员必须认真听，才能听清楚别人的意思。

只有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交往习惯，小组合作交流的质量才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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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启发思维教学和训练在国内已经开展多年了，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与现代教学要求还相差很

远，因此老师必须不断地努力，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要能指导学生有效学习，

使课堂的效益发挥更好，大量激发和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从而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是一种为学

生创造性学习的服务，教学的过程也是老师自身发展过程。因此，教学方法的研究探讨是老师毕生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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