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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

改变观念
,

适应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

— 浅谈学分制下《机械基础》的教学

刘

(西昌学院 食品系

平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 实行学分制
,

构建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程体系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
。

教师如何改变观念
,

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
,

直接关系到学分制 的教学质量
。

本文就《机械基础》课程

如何在实行学分制
,

课时压缩的情况下进行教学
,

进行了探讨
。

【关键词】 教育改革 ; 学分制
; 课时压缩 ; 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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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实行学分制
,

构建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

程体系

近年来
,

我国许多高校都在积极推行学分制
。

学

分制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
,

充分体现
“

以学生为主体
,

尊重个体差异
、

注重个性发展
”

的现

代教育理念
,

具有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

发挥学生学习

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显著特点
,

是高等教育适应市场

经济需要的新型教育管理制度
。

实施学分制教学管

理
,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的客观要求
,

是促进

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改革和加快建立现代教育管理制

度的必然趋势
,

有利于因材施教
,

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
,

有利于充分发挥学习者自身的能动作用
,

培养和

造就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

具有基础扎实
、

知识面

宽以及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人才
。

我校于 2 0 0 4年开始在全校试行学分制教学改

革
。

和众多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一样
,

我校学分制的推

行首先带来的突出变化是课程在新的教学计划下重

新设置
,

课时数都进行了压缩
,

许多课程的课时数压

缩到原来课时数的 12/ 到 l 3/ 不等
。

一时间
,

课时压缩

成了教师和学生共同关心的焦点
: 压缩课时

,

为什么

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 ?大量压缩课时
,

能

否保证教学质量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

其实质是对构

建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程体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的思考
,

更是对实行学分制的意义的思考
。

学分制是相对于学年制而言的一种教学管理制

度
,

它以学分为计量单位衡量学生学业完成状况
,

是

在选课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

选课制是学分制的前

提和基础
,

一定数量的高质量选修课程是学分制赖

以存在的基础
。

学分制要求学校和教师能够开设大

量的选修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选择
。

保证选修

课的应有数量和质量
,

是学分制的精髓
。

只有这样
,

才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趋于多样化
,

才有利于学科

之间的渗透及边缘学科的发展
,

才能使
“

以学生为主

体
,

尊重个体差异
、

注重个性发展
”

的现代教育理念

在高校教育中得以落实
。

欧美
、

日本的高等学校教育较我国更早关注
“

个

性
”

教育
,

也更早在学分制下构建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程体系
。

欧美
、

日本的大学的开课量是我国大学

的开课量的 3倍
,

其大学各课程的平均授课时数是 39

学时
,

而我国大学各课程的平均授课时数是远超过

这个数
,

如厦门大学平均为5 4学时 t2j
。

实行学分制
,

就是要在新的教学理念下
,

构建新

的课程体系
。

在这种
“

多课程
,

少课时
”

课程体系下
,

学生能根据 自己的发展方向
,

根据 自己的就业 目标
,

根据 自己的需求自由进行课程选择
、

组合
。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程体系
,

是学分制的必然要求
,

也是高

等学校由
“

共性
”

教育模式向
“

个性
”

教育模式转变的

必然选择
。

2
“
多课程

,

少课时
”
课程体系下的教学探讨

通过对实行学分制的意义的反思
,

我们理解了

构建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程体系的必要性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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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从而 对压缩课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了深刻

的认 识
。

也只有在转变了思想
,

对压缩课时的必然性

和合理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后
,

我们才能以积极的态

度夫探才压缩课时后的教学改 革
。

笔者从事《机械基础 》课程教学多年
,

经历了从

120个教学课时到 目前的32 个教学课时的转换过程
。

面对越减越少的课时
,

我也曾不解和困惑
:

用 l 4/ 的

课时怎样教学 ? 怎样才能让学生学有所获 ? 通过学

习和不断探索
,

对实行学分制
,

在
“

多课程
,

少课时
”

的课程体系下如何教好 《机械基础 》课程
,

摸索出一

些经验
,

在此和大家交流
。

2
.

1 重定教学大纲
,

调整教学内容

课程是学校工作的出发点
,

它包括了教育 目标
、

教学内容
、

教材
、

教学活动乃至评价方式等广泛的概

念
。

实行学分制
,

必然从教育目标
、

教学内容
、

教材
、

教学活动
、

评价方式等多方面对课程带来变革
。

对课

程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

是教学改革的关键
。

在对 《机械基础 》课程的定位上
,

我们 以社会发

展需求
、

学生个性发展
、

学科自身变革为依据
,

针对

不同层次
、

不同专业的学生
,

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
,

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
。

食品科学系专科有4个专

业和有一个本科专业需要学习《机械基础》课程
。

专

科专业的《机械基础 》课时数为 32 课时
,

学生学习该

课程主要是为今后学习《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

《包

装机械概论》等课程打好基础
。

确定合适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深度
,

使《机械基础》发挥好承前启后的作用
,

是教学的关键
。

根据这些专业后续课程学习的需要
,

我们 以
“

重基础
、

讲够用
”

为原则
,

选用了非机械类专

业的高职
、

大专教材
,

并对教学内容作了大幅度的调

整
。

《机械基础 》教材内容由工程力学
、

机构及机械零

件
、

液压传动三大部分构成
,

由于这些专业在后续课

程的学习中
,

主要应用到的知识是机械零件
、

机构及

机械传动方面的基础知识
,

因此
,

在教学中我们注重

培养学生对机械结构
、

机械原理的认识和分析
,

把教

学重点放在机构及机械零件部分
,

对液压传动部分

采用教师简单讲解与学生 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对工程力学部分则鼓励学生 自学
。

通过这一系列的

教学调整
,

使学生用较少的课时掌握了相关的机械

基础知识
,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

本科
“

食品科学与工程
”

专业的《机械基础 》课程

教学课时数为4 8学时
,

设置该课程
,

除 r 为学生今后

学习 《机械原理》
、

《食品工程原理》
、

《食品加工机械

与设备》等课程奠定基础外
,

还要培养学生的机械分

析能力
,

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专科有所增加
。

我们以
“

宽范围
,

厚基础
”

为原则
,

选用了非机械类的

本科教材
,

教学内容包括工程力学
、

机构及机械零

件
、

液压传动三大部分
,

在教学中注重基础知识的教

学
,

并配以适度的机械计算 和机械设计的教学内容
,

较好地体现了本科的教学层次
,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
。

.2 2 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

.2 2
.

1 形象直观
,

清晰透彻的 多媒体教学 为了提

高教学效率
,

改善教学效果
,

我们开发了 《机械基础》

的CA I课件
,

配有大量的机构
、

零件的实体图片和零

件图
、

装配图
,

对各种机构
、

机器的结构
、

工作原理等

内容通过动画演示进行教学
,

使课堂教学直观
、

生

动
、

易懂
,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充分发挥出多媒

体教学的种种优势
。

.2 .2 2 学生动手又动 脑 的
“

理实一体化
”

教学
“

理

实一体化教学
” ,

就是将理论教学与拆装实习结合起

来进行教学
。

在教学过程中
,

老师利用实物结合图示

对机器的结构
、

原理进行讲解
,

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

行拆装实习
,

从而加强了对机器的结构
、

原理的感性

认识
。

实践证明
, “

理实一体化
”

教学
,

对非机械类专

业学生
,

尤其对识图能力差的学生学习机械基础
,

具

有 良好的教学效果
。

.2 .2 3 教师讲解与学生 自学相结合的引导式教学 在

教学中适量引导学生 自学
,

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

力
,

发挥了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
,

也缓解了课时

少
,

教学内容多的矛盾
。

在专科的《机械基础 》教学

中
,

对液压传动部分的教学 内容
,

我们采取了教师讲

解与学生 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

教师给学生指定了学

习的内容和具体要求
,

并针对这部分内容特别安排

辅导时间
,

然后以测验的形式进行检查
,

并将 自学内

容纳入考试范围
。

在本科的《机械基础 》教学中
,

我们

更加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

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
,

较专科加大了学生 自学的范围和难

度
。

整个教材中
,

约有四分之一的教学内容以学生 自

学为主
,

教师则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辅导和检查
,

以达

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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