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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背景下“智慧课堂”在机电类专业课堂教学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留柱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  ：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改革的新契

机。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智慧课堂给传统的专业教学模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能够极大地

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同时还能够拓宽他们视野，更为有效地培养他们实践能力以及解决

问题能力，使他们成为符合社会以及企业未来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对此，本文就信息技术背景下“智慧课堂”在

机电类专业课堂教学模式中的运用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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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ople's living and 

production methods have been greatly changed. Meanwhile, it also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refor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s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smart classroom has brought earth-shaking changes to the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mode. 

It can not only greatly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hanc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but als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more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making them high-quality talents who mee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needs of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mart classroom"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mechatronics-related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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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巨大挑战。传统的高职专业教学往往侧重于基

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所培养的机电类专业人才无法满足社会以及企业

发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对高职学生未来就业和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1]。而在机电类专业教学中引入“智慧课堂”，利用大数据、生成式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实现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定制，优化教学过程，提升专业教学效果，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专

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从而为他们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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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课堂概述

（一）内涵

智慧课堂是信息技术与专业教学有机融合的产物，是专业教

学改革的潮流趋势之一。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利用现代技

术的强大功能，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智

慧化，从而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机电类专业教学效果 [2]。智慧课

堂不仅对传统课堂物理空间布局进行了改变，更为关键的是，它

重构了教学流程，提升专业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改善了教学

氛围，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二）特点分析

与教学专业教学模式相比，智慧课堂具有鲜明的特点。首

先，拥有海量优质教学资源。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教师根据教

学目标以及学生学情，运用图片、视频、音频等不同类型的教案

资源进行教学，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学生对教学资源的个性

化需求，以此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其次，注重

数据分析。在以往的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凭借自身教学经

验，结合学生学情开展教学设计，这一过程受到较多主观因素的

影响，无法保障教学效果的提升。而智慧课堂是一种强调以学生

为本的教学模式，非常注重对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分析。在此模

式下，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技术的强大功能，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数

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学习基础以及学习难

点等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开展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从而保证教

学质量 [4]。最后，覆盖环节较广。在以往的专业教学过程中，教

师往往注重课堂教学，但对课前预习、课后实践等环节缺乏重

视，这对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非常不利。而在智慧课

堂模式下，教师不仅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构建智慧课堂，同时还能

够覆盖其他教学环节，实现智慧预习、智慧实践等多种形式的专

业教学，使机电类专业教学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这种智慧化的

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为

他们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

（三）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教学中打造智慧课堂的意义

1.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的益友良师，同时也是他们参与教学活动的动力

源泉。他们只有在浓厚兴趣的激发下，才会以更加专注和热情的

姿态参与到专业教学之中，进而获取较大的学习收益 [5]。因此，

为了提升机电专业教学效果，教师有必要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

导向，丰富教学形式，以此提升专业教学效果。而在智慧课堂模

式下，教师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丰富机电专业教学形

式，为学生打造一个视听一体、多姿多彩的课堂环境，以此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升课堂参与

度，更为有效地培养他们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2.提升教学实效，推动教学改革

在以往的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将学生作为承载知识的

“容器”，采用“灌输”“说教”等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教学内容

也多以教材为主，这导致课堂氛围沉闷、压抑，容易形成“教师

台上讲述，学生被动聆听”的尴尬局面 [6]。不仅无法激发学生兴

趣，同时也对教学效果的提升造成一定阻碍。而在智慧课堂模式

下，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将原本抽象、难懂的机

电专业知识以图像、视频以及音频等方式，直观、具体地呈现出

来，从而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教学

实效。同时，在智慧课堂模式下，教师还可以运用小组合作、项

目式教学等方式开展教学，这样做不仅有效提升专业教学效果，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同时还能够推

动教学改革，为机电类专业教学注入新鲜血液。

二、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以往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本

文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叙述：

首先，理论与实践脱节。在以往专业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

过于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

培养，这导致学生无法将所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从而对他

们未来就业和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7]。其次，教学资源匮乏。部分教

师在开展机电类专业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资源有限，他们往往照

搬照抄专业教材，这导致学生无法获取最新、最全面的机电类专业

知识，这不仅对他们专业素养的提升造成一定阻碍，同时也限制了

他们视野的扩展。最后，评价方式单一。高职院校以及教师常常将

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以成绩论英雄，忽视了

对他们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评估，这种

单一的评价方式非常不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 [8]。

三、信息技术背景下“智慧课堂”在机电类专业课堂

中的创新运用策略

（一）构建虚拟教学环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在新时期，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已经逐渐成为高职

院校教育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对此，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教师

可以将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引入机电类专业教学之

中，借助该技术的强大功能，构建机电类专业教学新局面，以此

提升专业教学效果，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专业素养 [9]。在具体实

践中，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实验室，使学生在

虚拟环境中开展实践操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加

直观、具体地了解机电设备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能够在虚拟

环境中进行不断练习，从而有效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例如，在机电设备的维修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模拟设备故障，并要求学生们在虚拟情境中进行故障排查和

维修，这样做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强化他们的维修技能，同时还能够培养他们创新能力以及解决问

题能力，为他们未来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0]。

（二）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提升专业教学实效

在信息技术背景下，为了更为有效地提升机电类专业教学效

果，高职院校还应加大资源投入，构建一个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

平台 [11]。该平台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教学资源，如课程 PP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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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教学视频等。学生以及教师能够随时随地获取这些教学

资源。教师可以根据专业教学需要，在该平台收集教学资料和心

得，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下载各种学习资料，进行自主

学习。同时，该平台的构建还可以为专业教师沟通交流提供便

利。专业教师们可以登录该平台分享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

验，共同探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效提升专业教学质

量 [12]。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还可以与相关企业开展深入合作，将

企业的实际案例、先进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等纳入其中，学生访

问该平台能够及时了解机电行业前沿发展动态和最新技术，从而

拓宽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核心竞争力。

（三）开展多元化教学，提升课堂参与度

在智慧课堂模式下， 运用多元化教学策略就显得尤为重

要 [13]。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机电类专业教学特点，结合具体学

情，将情景教学、项目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融入智慧

课堂之中，以此激发学生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

而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例如，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设计

一系列与机电类专业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任务，引导学生们以小

组合作方式完成。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学

习相关知识，培养他们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沟通交流能力。另一方

面，教师还可以凭借信息技术的优势，开展混合式教 学。在课

前阶段，通过线上平台发布相关预习任务，引导学生们开展预习

活动，培养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在课中阶段，教师可以运用小组

合作方式，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讨论和分析，实现对所学知

识的内化和拓展；在课后阶段，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布置作业，帮

助学生们将所学知识进行内化，同时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答疑解

惑，增强师生互动，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14]。除此之外，教师还

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学生的学习行为

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针对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针对性的帮助和教育，从而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四）完善教学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教学评价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在保证教学

实效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做好该教育环节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

于能够明确学生后续的学习方向，强化其专业能力，还在于能够

进一步校正他们的学习态度、实践意识，从而实现其良好学习品

质生成的目标 [15]。在信息技术背景下，为了提升专业教学效果，

高职教师以及高职院校有必要做好教评环节标准以及方式等方面

的完善，通过此举来助力其专业能力以及素养的强化。具体来

说：首先，教师要做好课堂教学尤其是专业课堂教学部分的评价

标准优化工作，围绕学生的学习成果精度、弹奏细节等进行有效

的案例分析和集体评价，以此来达到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目的，

为他们专业素养有序提升提供强大的助力。其次，要立足于实际

工作岗位要求，借助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功能，收

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并从学习态度、考勤情况、细节程度等多个

维度进行全面化的、系统化的点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反向推动

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

四、结束语

总之，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智慧课堂的重

要意义，并将其运用在机电类专业教学之中，通过多种方式和手

段，打造专业教学新局面，从而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和

综合能力，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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