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3, 11(6), 1423-142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17  

文章引用: 赵越, 刘昶, 李转霞, 刘瑶瑶. 机械制图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J]. 创新教育研究, 2023, 11(6): 1423-1427.  
DOI: 10.12677/ces.2023.116217 

 
 

机械制图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赵  越，刘  昶，李转霞，刘瑶瑶 

陆军装甲兵学院车辆工程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5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9日 

 
 

 
摘  要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针对当前传统课堂教学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教师需要打破课堂教学的固有思维和框架，探索构建以学员为中心，以能力需求为

导向，基于线上优质教学资源，引领学员自主学习和交流的机械制图“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学员自

身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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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ti-
nuous promo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break the inherent thinking 
and framework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plore and construct a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Me-
chanical Drawing of student-centered, ability demand-oriented, online high-quality teaching re-
sources, and leading students to learn and communicate independently,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own abil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alent culti-
v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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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械制图课程是高等教育工科专业背景必修课程，是一门既包含基本理论又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课程，

具有理论系统、内容形象具体、标准规定多、实践要求高等特点，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质、工程

素养、团队协作及创新意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奠定理论及实践基础[1]。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高等教育新工科理念的提出，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化，以人才为导向的课

堂教学呈现出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课堂教学的目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变化，教学的核心任务也在转

变。现代教育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注重学生个性化差异，注重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视学生为认知主体，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教师是学生主动构建的指导者、促进

者，启发学生思考、探究，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2]。混合式教学能够很好地将现代信息技术的优

势和传统课堂的优势融合在一起，突出以学生为主体，采用适当的技术、适当的资源、适当的手段，培

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实现学生全面和个性化发展[3]。 
在当前信息爆炸，价值取向多样的大环境中，有必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机械制图课程进行混合式

教学改革。根据机械制图实践性强的特点，应采用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辅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加

深对学生的了解程度，激发学生对课程主动学习的兴趣，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解决学时数量

少和综合素质要求高之间的矛盾以及学生自我认知和实际情况的差异，提高课程授课质量及效率，并为

其它制图相关课程提供指导与参考。 

2. 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2.1. 学情分析 

机械制图课程注重的是形象思维训练，是空间想象、空间分析的能力，而形象思维能力个人差异较

大，强一些的轻易就能看懂各种图样，弱一些的则需要通过大量系统训练来提高，学生需具有强大的心

理素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4]。有些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或不理解课程的地位、作用以及实际应用，往

往会产生课程没用、轻易就可通过考核的错误认知，懈怠课程学习过程，不参与日常学习。 

2.2. 教学方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主动学习、个性化学习难以体现。授课节奏较快，学生课前

通过课本预习，很多学生无备而来，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学习效率低下。课程实践性较强，但课

堂上没有足够时间实践，往往是通过观看 CAI (Computing Assisted Instruction)课件或教师板图想象，学生

对自身学习情况缺乏清晰认识，难以实现能力的有机提升。课堂大部分为问答式提问，缺乏有效互动。 

2.3.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多且杂，从基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有概念、原理、规定、应用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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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知识点应采取合理的教学方法，较难知识理解与应用均需实践，课上学时往往难以满足。课程面向

各专业学生开设，不同专业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需求不同，教学内容、方法几乎一致，没有专业个

性化设计，难以唤起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比如，机械专业的学生，在课程之初就对课程给予足够重视，

抱有很大的学习热情，也对机械方面的各种例子感到有趣，有自己主动探索、主动研究的动力。而管理

专业的学生，对课程不够重视，授课过程中的各种例子也偏离其专业，难以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2.4. 考核评价 

课程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和期末闭卷考核的形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组成元素简

单，难以反映学生实际学习情况，不能实现准确、有效的评价。课堂表现由学生听课情况和课堂回答问

题组成，主观性、随机性较强，没有足够准确的数据支撑，难以量化成绩。课后作业为配套习题集，借

鉴、抄袭他人作业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平时成绩与学生实际学习水平不符，与期末考核成绩不符，打击

学生努力、认真学习的积极性。考核评价方式不够公平、合理[5]。 

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模式设计 

3.1. 教学模式设计 

线上借助雨课堂、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等。教师课前查找适用

资源，通过雨课堂平台推送，学生通过视频，了解要学习什么，学习到什么程度，思考学会了没有，哪

些是不理解的，带着问题进行后续课堂学习。线上教学资源是辅助学生学习的，也可以看书或在互联网

上自行查找。根据反馈，学生喜欢在互联网上自行查找，无论是尺寸标注还是计算机绘图软件操作都能

找到有用视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提高。 
线下课堂教学，减少理论讲授，增加分析、研讨、练习等环节。有课前视频推送的部分多采用翻转

课堂，简单易理解的知识进行小翻转，复杂分析应用类知识进行大翻转，配以分组讨论、项目式等，提

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不进行翻转的部分，设置实践、讨论等环节，给学生足够时间思考，以便学生

及时掌握自身学习情况，调节学习状态。 

3.2. 教学方法和手段 

构建学习情境，学生在一定情境下学习，贴近工程应用，更清楚课程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养成自主学习的行为习惯。例如，在制图基本知识部分，下发工程图纸，学生分组讨论国家标准规定的

图纸相关内容，辨别图纸的幅面、比例、字体、名称等，根据名称猜想零部件的作用，根据图线猜想零

部件的形状，实现知识的灵活运用。 
容易理解的概念性、规定性知识，课前推送视频，配以一定导学问题或测试题，由学生自主学习并

检测，通过测试结果了解自身学习情况，明确是否需要重复观看或查找其他详细学习资料，教师通过视

频观看时长、测试结果以及反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对课堂教学进行调整。例如，投影原理是制图的理

论基础，影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影子抽象化为投影理论，好理解、好阐述，课前推送相关视频，课

上翻转，由学生根据自己理解进行表述，并说明一些生活中见到的相关现象，将理论与生活联系起来。 
空间想象力要求高的内容，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帮助学生将脑海中的想象

实体化，在 SolidWorks 软件中逐步构建出来，或提前将不好想象的模型嵌入 CAI 课件多角度展示，或制

作交互式课件，对装配体拆装顺序等不好展示的部分进行虚拟拆装。 
复杂分析类的知识，将要求或者图形提前推送，学生脑海里有一定的印象，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

思考、想象，提高学习效率。例如，组合体视图阅读需要充分发挥空间想象、空间分析的能力，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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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时间有限，课前将一些图形推送给学生，以头脑风暴的形式激发形象思维能力，再在课堂上配以一

定的读图方法，培养快速、熟练、准确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 

3.3. 教学内容个性化设计 

课堂教学内容以大部分学生学习程度为主，空间想象力强的学生，课堂知识难以满足其学习需求，

存在不饱满，没学够的现象，空间想象力差的学生，在课堂知识基础上，后期应用内容难以跟上，需要

更多的基础练习，存在花费时间长、学习效率低的问题，需要更详细的个性化设计及相关资源保障，来

匹配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在截交线部分设置问题情境，自衍生机器人实现自我复制的零件主体

是一个简单的切割体，学习好的学生，在情境的基础上分析是什么样的切割体，给出图形猜想，实现知

识的应用。学习差的学生，通过情境拓宽知识视野，了解学习内容的应用方向，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内容通常以机械专业实例为主，在给其他专业授课时，应相应替换工程实例，进行个性化设计。

例如，无人机专业，将相关例子换成无人机零部件及机器，贴近学生专业，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 

3.4. 考核评价可量化设计 

课程考核方式仍为平时成绩和期末闭卷考核的形式。但平时成绩的项目更加具体，由课前视频、课

前测试、课堂测试、课堂互动、课后作业组成，其中视频观看时长、测试题都为客观元素，量化性强，

课堂互动多在雨课堂随机点名产生，有相应记录，同时弱化课后作业的成绩比例，平时成绩整体量化程

度提高。该考核方式，要求学生每个视频都要看，每个测试题都要做，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

给课堂教学提供有效反馈。根据课程结束后学生评教反馈，进行教学反思，促进课堂教学的持续提升。 

4. 教学改革实践效果 

在机械制图教学实践中设置混合式教学改革班，在制图基本知识、投影原理、组合体读图、尺寸标

注、剖视图、机件表达规定画法、零件图、装配图 8 个部分进行课前推送，课堂上组织翻转，注重引导

式、启发式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成绩具体分布见图 1。 
 

 
Figur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students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class and those 
in the regular class 
图 1. 教改班和普通班成绩对比 

 
期末成绩对比分析发现，教改班期末卷面平均分为 79.6 分，最低分 71.5 分，卷面通过率为 100%，

同期普通班期末卷面平均分为 74.6 分，卷面通过率 90.6%，教改班整体学习情况好于普通班，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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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明显提高，教学全过程参与度提高，但优秀率较普通班低，对于优秀学生的培养需

要优化设计，实现有效培养。 
各部分成绩对比分析发现，教改班在点线面、基本立体、零件图三个部分的得分率比普通班高 13%

以上，组合体和装配图部分高 6%，制图基本知识持平，机件表达部分低于普通班。零件图和装配图应用

混合式教学，进行课堂翻转的效果较好，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均达到良好以上。机件表达部分效果较差，

教学设计需进一步优化。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方面都需改进，比如，课前情景个性化设计，

制作更符合本校实际的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线上资源，继续缩减讲授学时，扩大讨论、项

目式、思考时间，课前、课中、课后的有机融合，这些都需要在后续的教学中不断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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