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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的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
理实融合教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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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为此高校也越发关注学生的实践技能的发展。本文以 OBE教学

理论为指导，深入挖掘机械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的实施方案，采用理实融合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达

到良好的教学目标，课堂教学活动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希望能为相关专业教学中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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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demand for applied talents in enterprises is increasing, and universitie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he course to study the refor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design of mechatronic systems. It explores how to use the OBE teaching concep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teaching resul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are 

analyzed, and satisfactory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ies in relevant profess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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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是一门重要的跨领域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机电一体化设计的专业技能，并运用系统工程的原则和思想来设

计出具备高性能和可靠性的系统。这门课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机械，而且还包括电气、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在如此复杂的跨领域

课堂上，如何有效地实现预定目标，是专业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教学研究现状

随着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日益复杂多样，各高校的专业

教师正在努力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以期达到更高的教学质量和

效果 [1-2]。

通过五位一体教学模型，教师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此外，案例教学法也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促进学生思考、探索、发展，从而

更好地发挥学生的潜能。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教学的改革，

旨在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以此来提升教学的效率及

质量。为此，教师要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以及引导学生进行更多的任务驱动教学，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目

的 [3-4]。然而，也存在着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局限性，因此，教师需

要进行更多深入的调查。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的教学方法旨

在通过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的知识系统化、连续化呈现，旨在

培养学生的设计技术，并让他们在不断的迭代、分级、系统化的

训练中获得更好的成果。通过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的改革，

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机电产品的设计技术，并且可以通过实践、

分析、交互等方式来深入学习，进一步增强学习者的实践技巧，

以及更好地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5-6]。

虽然学术界已经就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展开大量的探

索，但是在教学过程的深入探索上，仍缺乏及时的、全面的、综

合的指导。为此，教师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闭合型教学模

型，以便及早发现并处置学习中的挑战，激励学习的热情，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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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更好的学习成绩，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的需求。

二、理实一体化闭环教学模式和内容

（一）教学目标的改革

当前，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设计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掌

握所需的知识，但教师并没能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实际情况。致

使学生在课堂的活跃度较低，缺乏多样化的交流和深度探究 [7-8]。

因此，教师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为

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专业教师提出了

一个全面的、具体且有效的课堂计划，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

基础理论知识，同时也加强他们的实践技能，以期获得更高的综

合素养水平。OBE理念的融合旨在引导学生将项目导向、任务驱

动的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教师结合自动化制造系统的

研究，收集有效的课堂练习资料，让学生不仅能够深入掌握课堂

所涉及的理论，还能够熟练地应用课程学习所获得的技能，并且

能够加强他们相互之间的协作能力，提升他们的学习热情 [9-10]。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目前，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的教学方式已从传统的教师

传授转变，采取了一种新型育人模式，即让学生参与到课后的研

究讨论中，让他们不仅可以深入探讨所学内容，还可以利用自身

学习的专业技术，将所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提高学生的应

用能力 [11-12]。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获取更全面的知识，还可以

让他们拥有足够的自主训练空间，进一步夯实学生自身的创新思

维能力和创造意识，帮助学生增进其工作成效。由于机电一体化

系统设计的复杂性，它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如机械、检测、电

气，而且每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

积累，就很可能无法有效地帮助学生提升其实际操作技能。基于

上述问题，采取下述三个方向进行优化创新：

第一，为了达到预期教学目标，优化创新教学模式和育人理

念，教师将采取“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

与项目开发紧密结合 [13]。以任务为导向阐述相关知识点，结合

教师启发性的指导，让学生积极参与到项目实施中去。学生们跟

随教师的指引参与课堂互动环节，在此过程中践行以生为本的理

念，教师也采用了英华学堂、雨课堂等新型教学方法，以此取代

传统的课堂点名形式，这样不仅能够节省学生签到时间，在课堂

中设置抢答环节或是弹幕讨论，让学生们更加主动地参与课堂讨

论，从而激发学习兴趣，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

第二，教师将重新审视传统的教学模式，并将其与自动化制

造系统数字模型的相关信息相整合。使用更多的案例来帮助学生

更深刻地了解这一领域。教师也要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来，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专业知识。教师负责启发学生多思

考，并且要求学生从概念上来重新构建和优化当前的机械结构、

零配件、传感器和操作系统。在理实融合教学的过程中，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有助于激发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兴趣。

第三，教师需要不断努力，以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

力，进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因此，要求教师不断加强自我修

养，不仅要深入学习专业的理论和技能，还要熟悉机电一体化技

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学校应该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他

们在企业里进行实际工作和培训。此外，教学团队应积极开展集

体备课。

（三）教学内容的改革

根据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改变单纯理论知识的

授课内容，以实际案例为主线，综合讲解机电一体化技术在机电

产品中的实际应用。以第二章机械传动与支承技术为例，原有授

课内容如下：机械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齿轮传动系传动比的分

配、齿轮传动间隙的调整、滚珠丝杠副的组成及特点、同步齿形

带传动的机构及特点、谐波齿轮的工作原理、导轨副的设计等。

改革后的授课内容如下：以自动化制造系统仓储模块的上料装置

为案例，启发学生思考齿轮传动机构、同步带传动机构、滚珠丝

杠机构、导轨副在上料装置中的应用部位以及各机构的优缺点，

同时通过电机选型计算等，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机构数学模型的相

关计算。课程中的其他章节也通过这种方式做相应的调整。改革

后的教学内容使相关知识点更具体，学生更易接受 [14]。同时改

革学生考核方式，此次教学改革在以往教学经验和教学改革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成绩评价体系，从平时过程考核、实验考核、

能力重点考核、期末全面反馈四个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

价。考核材料及结果均需存档，以便于后续的改进和完善。

（四）教学组织实施

通过“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让课堂教学生动起

来，让学生从课本上获取更多的经验，并通过“在教中做、在做

中教、在做中学”的教学实践活动，促使学生不仅可以获取教学

上所需的技术，还可以获取更多的经验，从而有效地改善他们的

思维模型、技术水平、创新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智慧、技能、

品德都有所进步的效果。通过课堂教学上的讨论和互相帮助，教

师帮助学生们了解各个部分的任务内容和所涉及的技术。教师会

把课堂教学所涉及的知识，让学生完成角色扮演，加深学生对知

识的印象，按照顺序安排好各自的工作。教师会帮助他们熟悉

所使用的工作流程，确保他们按时完成所负责的任务。教师采

用“项目驱动、任务落实”“教、学、做”等育人模式，让学生

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深入了解和熟悉各种有益的专业信息，并

利用课余时光，运用多种多样的软硬件，实现对各项设计任务的

有效实施，从而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该领域的理解和运用，进一步

实现培养具备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15]。除了采用本地招聘的

方法，学校也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前来授

课，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专家意见，而且可以深入浅出地

讲解课堂知识，从而使得课堂活动更加多样化、有趣。除了机电

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外，教研室本学期还有另外两门课“机电传

动与 PLC控制”和“测试技术”，也聘请企业骨干技术人员进课

堂，到学校进行了8个学时的授课，学生评价良好。

（五）教学评价反馈

目前，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的评估标准是将总分分解为

理论考试（70%）和平时测评（30%）。其中，理论考试采用全

程闭卷的形式，时长120分钟。这种评估模式明显不适用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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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型课程考核，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技术和创新

精神，本门课程特别增加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设计实践部

分，以及以行业技术和素养为基础的多元评估模型。为了更好地

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本阶段不仅采取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模

式，而且把企业的实际工作融入到课堂中，让学生的技术和创新

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在两周的时间里，教师将学生划分为不同小

组，每个小组的学生负责一个版块，要为学生准备好设计所需的

图纸、编码、仿真和调试、指南和操作手册等内容。在完成教学

内容设计后，教师将组织小组参加答辩，考核的内容主要依据：

平时的表现（占20%）、图纸或程序（占30%)、设计说明书（占

30%）及答辩成绩（占20%)，而考核结果将会反映在总体评估

中。由专家和工作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的答辩团队，在答辩过程

中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都会对他们的作品和想法提出评论，

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实地考察。

采取此类考核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机电一体化技

术，并增强其创造性思维，从而熟练运用所掌握的技术去解决实

际中的问题。此外，还可准确地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从而防止

因成绩优异而导致高分低能的状况，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

为他们未来参与企业的生产、设计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深

入研究企业的需要，将课堂知识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从而有效

地推进理论知识的应用，并培养出具有良好的实践操作和创造性

思维的人才。

三、结语

本文旨在探讨高校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目标

和内容，并结合 OBE教学理念，采用理实融合的方式，以期望学

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掌握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实践工作

中。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更适

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尽管目前的教学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案

例材料的选择也不够丰富，但今后的教学团队可以通过与企业的

合作来挖掘更多的实际工程案例，以帮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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