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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领域的不断发展，对与之相关的教育课程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标准，以此满足现代化工

业发展需求。液压对气压传动作为机械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高

校必须加强对于这一课程的改革力度，及时调整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案，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更多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为后期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基于此，本文结合高校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

改革的实际情况，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教师与学生的角度分别给出了应对措施，以

期完善课程改革模式，为培养技术人才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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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field,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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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ut forward to the related education courses, so a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moder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ydraulic to pneumatic transmission, as the basic course of mechanical majors,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this course, timely adjus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ograms,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li-
mited tim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ater related work.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ac-
tual situation of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gives corres-
ponding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rri-
culum reform mode and create a goo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raining techn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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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的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改革中，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方向，提升对于课程改革的重视程度，积

极对相关理论知识以及教学方法进行探索，使教师具备更专业的讲授能力，与此同时，在课堂上使学生

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确保学生针对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更好的把握。近几年来，

负责这一课程的教师团队在教育环境不断升级的影响下，不仅掌握了更多先进教学理念，也在完善教学

改革模式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但课程改革创新的过程与时间较长，依旧面临众多急需解决的难题，因此，

教师只有明确相关领域的人才需求标准，制定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提升学生的课

程研究能力，使其掌握系统工作的基本原理，熟练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使学生成为工业领

域不可多得的人才[1]。 

2.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改革面临的难题 

2.1. 课程教学方式有待完善 

液压与气压传动属于应用性较强的一门课程，开展这一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专业能力更强的应用

型人才，目前的课程内容偏向于液压与气压传动原理与系统元件，很少涉及实际案例，致使当下课程

内容仅重视理论知识[2]。通常情况下，课程教学必须将学生作为主体，但专业课教师在设置课程目标

时，若无法实现教材内容与课程的精确定位，不仅会存在课程目标与教学理念脱节的情况，也不利于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部分教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普遍采用灌输式的课堂教学，在这种状态下，既无

法提升学生积极性，也会阻碍教学目标的顺利进行。由于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的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

且知识点分布不集中，教师很难保障课程教学环节的系统性，缺乏前后知识之间的联系，因此导致课

程内容过于碎片化，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师在讲授液压与气压传动时，大部分内容需要多

媒体的支持，通过向学生展示网络课件完成教学内容，而学生对于这一课程的理解来自于对课本内容，

众多原理较为抽象，若教师单纯的运用一种教学方式，很难满足教学改革的实际需求，无法满足高校

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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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实验缺乏合理安排 

由于这一课程的理论知识通常由主讲教师负责，但在开展实验教学时，通常由实验教师进行管理，

这种课程模式不仅会造成理论与实践分离，也无法满足师生之间的及时沟通[3]。理论教师在授课时，通

常结合课本知识进行讲解，针对较为抽象的知识点，则需要学生在实验室才能真正接触。实验教师结合

教学目标开展实验设计时，为学生提供重点实验课题，从而完成教学任务，若难以保障课程实验的科学

安排，不仅影响教师的教学质量，也难以实现课程设计的优化与创新。实验教学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

养，能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课程内容、实验过程息息相关，但传统的课程教学涉及到的验证性实验更

多，此类实验步骤以及数据处理模式，教师在课堂中早已提及，学生仅根据实验要求进行操作便能完成，

很难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若无法及时增设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主动设计实验流

程、积极探讨实验装置的组装与元件故障排查，便不能起到巩固理论知识的作用。 

2.3. 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传统的讲授法并未将学生设为课堂主体，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课程内容，传统讲授法本身枯燥乏味，

不仅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难以使学生在课堂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导致学生无法积极参与到与

教师的互动过程中，极易在课堂上走神，进而阻碍课堂效率的提升[4]。由于众多高校关于液压与气压传

动教材的基本内容大体相同，但学生的后期需求不同，若不能完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实用性更强的

教材内容，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职业规划，也难以为社会培养素质更高的复合型人才。液压与气压传动涉

及到的知识点较为复杂，例如液压泵与液压回路，通常在密封条件下工作，教师通常运用多媒体进行演

示，学生很难接触到原型，缺乏众多知识点的深入理解，致使学生无法直观感受到设备组成以及相关特

点，不利于全面掌握理论知识。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涉及到的元件，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基于

此，教师只有拓宽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更多接触元器件的机会，结合系统回路开展精细化分析，才能

确保学生进一步掌握相关工作原理。 

2.4. 课程创新性不足 

目前的液压与气压传动的课程教学缺乏创新，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更注重专业知识的普及，仅针对基

础知识进行分析，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与此同时，课程教学内容也难以跟随时代发展进行调整，

致使目前的课程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5]。对于学生自身来讲，习惯于将更多精力用于专业课知识

的复习，很难提升对于液压与气压传动元器件的兴趣，在实验课中无法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不利于提

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在课程安排方面，本专业课内容与学生固有认知差别较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为

陌生，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与该课程的联系，因此也难以激发学习积极性，教师若始终沿用传统的课程教

学形式，无法将课程内容以多元化的形式展示给学生，不仅难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也不利于课程的改革

与创新。 

2.5. 考核方式片面 

根据学生的考核情况可知，通常重视日常作业的完成情况以及期末考试成绩，并未对学生的创新能

力以及操作技能进行考察，因此无法完善考核方式[6] [7]。传统的考核方式专注于理论知识的考核，以试

卷形式考察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考试占比为百分之七十，余下百分之三十由学生出勤率以及

作业完成情况组成。这种考核方式并不能直观体现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状态，也无法检验学生的实

际操作技能，不利于学生解决液压与气压设备存在的实际问题，难以及时对其进行诊断与维护，致使学

生缺乏动手能力，即便完成目前的专业课考核，也很难成为本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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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改革新模式的具体方法 

3.1. 完善课程教学方式 

教师为完善目前的教学方式，首先应及时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分清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保障学

生学到基础知识的同时，及时了解现代化的专业技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丰富教学内容。其次，应在课

堂上提升教学流程的规范性，例如，为学生创造教学情景，通过层层深入的形式吸引学生注意力，以便

于为讲授重点内容创造有利条件，再通过情景引出问题，引导学生寻求问题的答案，由教师作出最终总

结，在师生配合下解决实际问题。再次，可通过开展项目化教学提升学习效率，将知识点融入课程项目，

确保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操作能力得到提升，防止知识点的讲授流于表面形式。最后，在教学过程中，也

应运用启发式教学方式，以此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主动配合教师完成教学

目标。启发式教学在运用过程中，可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例如在课前对学生提出问题，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在思考过程中接触新知识，以此提升学生主动性，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不仅

能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能提升目前的教学质量，尽快完成液压与气压传动的教学目标。 

3.2. 推动实验课程改革 

针对实验设备落后的状况，高校应加强资金投入，为学生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开展实验操作，保障每

一位学生都能接触到智能化设备，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学习状态投入专业知识

的研究，从而提升实验教学水平。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的相关实验通常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实验课程

中独立完成实验前准备、实验内容介绍，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数据的记录，仅重视实验结果的精确性，

并未通过实验过程进行课程内容的深入思考，基于此，必须积极转变目前的实验课程模式，从多方面完

善实验流程，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合理安排实验课程的时间以及设计内容，以此弥补课堂教学过程中

的不足之处，教师应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实验，使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提升独立思

考能力，以此取得事半功倍的实验效果。作为学生自身来讲，也应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积极配合教师

的指导，在关注实验结果的同时，意识到实验过程的重要性，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将抽象的

专业知识原理以更形象的状态展现出来，使学生的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得以提升。 

3.3. 实现教学模式多元化 

为促进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可从以下三点做起：首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保障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的教学目标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有针对性的培养符合工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在

设置课程目标时，应提前对市场环境开展调研，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完善目前的教学内容，在培

养学生过程中，也应重视学生思想道德以及三观的培养，并将其纳入学生的考核标准。其次，可为学生

创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专业课教学打造更优质的课堂氛围，为学生讲解更多液压与气压

传动技术的实用性案例，提升课程教学的科学性。最后，应提升教学过程管理的规范性，为学生提供数

字化平台，实现教学内容到学生考核的统一化管理。 

3.4. 提升课程改革创新水平 

液压与其他传动课程改革创新应符合行业发展需求，使学生在具备专业能力的技术上，熟知相关元

器件的工作原理以及基本特点，并针对复杂的系统元件进行分析，以为后期学习难度更强的知识奠定牢

固的基础。针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应从课程内容改革入手，要求教师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运用多媒

体呈现出动态化的专业内容，合理运用网络教学资源，将课程涉及到的图像、教学内容、实验指导计划

上传到网络课堂，加强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检查，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的交流平台，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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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教师应通过多种形式为学生展现更直观的课程内容，将抽象内容具体化，严格按照教学目标规范

教学行为，运用更加形象的教学手段推动课程改革。此外，教师应明确线上教学的优势，随着新型技术

的不断发展，学生所学内容也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为加深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理解，教师应运用课堂

学生与线上学习相结合的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但线上教学无法实现师生面对面交流，

致使教师不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基于此，教师必须选择实用性更强的线上平台，才可加强对于

学生的管理，全面了解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 

3.5. 优化目前的考核方式 

在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对学生学习情况的精细化考核，必须积极转变传统的

考核形式，将课程考核融入课程教学当中，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在整体考核成绩中的占比，实现考核项

目的创新与升级。针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实验操作水平、实验报告完成情况以及专业方案设计进行考

核，以此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专业性人才。只有建立教学与考核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才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有针对性的对专业知识进行检验。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

不仅体现在学生成绩，也应提升考核方式的重视程度，在学生考核完成之后，及时为学生讲解重点知识，

为学生查缺补漏，确保学生真正掌握专业知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进行改革，不仅能够明显提升教师

的教学质量，也可丰富课程内容，以多元化方式为学生讲解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复杂原理，培养专业技术

更强的高素质人才。为建立科学的课程改革新模式，教师应积极转变传统落后的教学形式，注重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顺应新时期教学改革目标，为社会输送优秀的技术型

人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教师也应及时总结教学经验，积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课程革新模式，

完善教学环节，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进行融合，推动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改革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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