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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多媒体教学探讨与实践

刘 平
,

易华平

(西昌学院 食品科学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摘 要】 《机械基础 》是食品系本科和专科多个专业的必修课程
,

更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

程的基础
。

由于多方面 因素的综合影响
,

使得该课程在教学中常常存在着老师难教 学生难学的两

难局面
。

采用多媒体 C A I课件教学迈 出了<机械基础 》教学探索与改革的第一步
。

【关键词】 《机械基础》 ; 教学改革 ; CAI 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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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基础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兼收
,

文科生数理基础知识和识图能力较差
,

这部分

学生在学习机械类课程时往往感到抽象
,

难懂
,

常常

《机械基础 》是食品系本科
“

食品科学与工程
”

专 是学起来力不从心
。

这种情况的存在
,

也必然增加了

业的必修主干课程
,

对学生学习《机械原理 》
、

《机械 《机械基础 》课程的教学难度
。

设计》
、

《食品机械》
、

《食品工程原理》 等后续专业课 面对上述种种情况
,

《机械基础》 课程的教学创

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同时
,

它也是食品系专科 新刻不容缓
。

“

包装技术与设计
” 、 “

农产品贮运与加工
”

等专业的
必修课程

,

是学生学习《包装机械概论 》
、

《食品机械》 2 多媒体教学是搞好《机械基础 》教学
等专业课的基础课程

。

在教学实践中
,

由于诸多原因 的有效途径
的影响

,

该门课程常常出现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两

难局面
。

究其原因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如何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进行教学创新 ? 如何

首先
,

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
,

机械类课程的教学 以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如

对教学设备有其特殊的要求
,

一是需要有大量的教 何才能让 《机械基础 》课程的教学走出教师难教学生

学挂图
,

教学模具和实物教具
; 二是需要有齐备的试 难学的两难局面 ? 为此

,

我们开展了教学研讨
。

经过

验室和实习场所
。

由于我校无机械系
,

也无机械类专 多次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

我们认识到多媒体教学是

业
,

机械类课程所需求的教学设施严重不足
,

仅有的 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突破《机械基础 》教学
“

瓶颈
”

的

一点教学模具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

有效途径
,

于是
,

把教学创新的重点放在多媒体教学

其次
,

由于食品系开设该课程的专业为非机械 的研究上
。

类专业
,

一方面根据各专业的教学 目标要求需开设 在《机械基础》多媒体教学的研究上
,

我们始终

一些机械类课程
,

但一方面又不可能按机械类专业 以人材培养为目标
,

紧紧围绕着教学大纲安排内容
,

的要求开设学习《机械基础 》课程所需的前期课程
,

首期开发了《机械基础 》
、

《机械原理 》
、

《机械设计 》课

如 《机械制图》
、

《理论力学 》
、

《材料力学 》
、

《流体力 程的C AI 教学课件
,

并充分发挥学校多媒体教室 的

学》
、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等等
。

因此
,

就食品系学生 优势
,

将它们用于实际教学
。

在 2 004 一 2 005 年第 1学

学习《机械基础 》课程而言
,

教学不能形成一个完整 期的教学中
,

02 级本科
“

食品科学与工程
”

专业的《机

的学科体系
。

这种客观存在的课程体系的
“

不完整
” ,

械设计 》课程
、

03 级本科
“

食品科学与工程
”

专业 的

使得学生知识结构出现
“

断层
” 。

由于学生学习《机械 《机械基础》
、

《机械原理 》 课程的教学全部采用 C IA

基础》课程所需的基础知识存在欠缺
,

这就必然给教 教学
。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
,

充分显示 了机械类课

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

程采用 C IA 教学的种种优势
:

再者
,

由于食品系各个专业招收的学生是文理 2
.

1 形象直观
,

清晰透彻 由于采用了 C IA 教学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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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机械基础》等机械类课程的教学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
。

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
,

机械类课程的教学需要大

量的教学挂图
,

教学模具和实物教具来辅助教学
,

在

CAI 课件 中
,

配有大量的机构
、

零件 的实体图片和

各种机械
、

机构的零件图
、

装配图
,

图片色彩丰富
,

形

象直观
,

这些图片可随时根据教学需要灵活地在多

媒体大屏幕上展示
,

克服了传统的挂图图面小
、

后排

学生无法看清
,

课堂使用不方便等弊病
。

尤其是能进

行各种机器
、

机构的结构
、

工作原理和运动传递的动

画演示
,

使课堂教学生动
、

直观
、

易懂
,

既减少了对实

习场所的依赖
,

还克服了在实践教学中
,

由于机器结
,

构不能剖析
,

运转速度快
,

往往不能全面观察其结构

原理
,

无法看清其运动传递及工作原理的弊病
。

C IA

课件的教学演示
,

使学生坐在教室内即可清楚地观

看机构
、

零件的结构和其工作原理的演示
,

增加学生

感性认识
,

使学生对各种机构
、

零件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及实际应用有了深人的了解
,

提高了学生的感性

意识
,

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

.2 2 灵活快捷 《机械基础 》课程
,

要求学生掌握工

程力学
、

机构及机械零件和液压传动方面的基础知

识
,

内容较多
,

课时较少
。

在教学中
,

由于学生的基础

知识相对薄弱
,

常常需要对相关知识进行补充教学
。

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

书写板 书
、

更换挂图
、

绘

制简图
,

势必造成教学时间的严重不足
。

C IA课件的

教学演示
,

灵活快捷
,

大大提高了教学进度
,

在有限

的教学时间内让学生学习到较多的知识
。

.2 3 模拟实验增强感性认识 ((机械基础 》等机械

类课程的教学中
,

要求有一些必要 的实验
: 如

“

材料

的静拉伸实验
” , “

渐开线齿廓范成实验
” , “

四连杆机

构连杆曲线实验
” ,

为 了完成这些实验教学
,

就要求

有相应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

由于我校无任何机械实

验室
,

过去的机械课程 中这些实验课程无法进行
。

现

采用多媒体教学后
,

通过 CA I课件
,

目前可在计算机

上进行多个模拟实验
,

从而结束 了机械课程无实验

的历史
。

《机械基础 》课程在学时数减少的情况下
,

实

验数量由原来的O个增加到3个
。

模拟实验的开展
,

增

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
,

培养了他们的分析能力和创

新思维
,

在启发学生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上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与教学改革相适应
,

我

们对教学实践环节也进行了调整
,

将原来的机械基

础课程设计
、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合在一起进行
,

使课

程设计更加系统完整
。

3 ((机械基础》多媒体教学的反思

通过一学期的多媒体教学实践
,

《机械基础 》等

机械类课程的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

尤其是

在我校机械类课程教学设备欠缺的条件下
,

采用

C A I课件教学
,

更是发挥出它们特有的优势
。

然而
,

《机械基础》等机械类课程的教学要真正实现我们的

教学 目标
,

单靠 CA I课件教学也有很多不足
。

一是

CA I课件教学虽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进行更 多

内容的教学
,

但带来的弊端是课堂教学内容过多
,

学

生 自己思考和消化的时间较少 ; 二是多媒体教学虽

然可以进行各种动画演示
,

大大弥补了教学设备的

不足
,

使教学生动
、

直观
、

易懂
,

但其
“

只能看
,

不能

摸
” ,

与拆装实践教学相比
,

无法增强学生的实际动

手能力 ; 三是 CA I课件的虚拟实验虽可弥补没有实

验条件的许多缺陷
,

但这种实验学生不能真正动手

操作
,

因而在感知和认知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

围绕 21 世纪创新人材培养 目标要求
,

如何进一

步科学地完善课程教学体系
,

如何进一步增强 C A I

课件的教学功能
,

如何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实践教学
,

如何有机地将理论教学
、

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
,

这一

系列的课题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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