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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工程认证方面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其贯彻落实的有效性,有利于提升相关专业的教

学质量发挥着重要价值,而且有利于高素养、创新型以及标准化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对促进我国相关行业

的现代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价值。工程认证是对毕业学生能够合格毕业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其关键是评

价毕业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及其能力能够得到相关行业承认的规定标准,以及是工程师资质得到行业

认可的重要证明,并且是得到国际相关行业认可的一项质量保障制度。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要求理论与

实践结合,并且与工程认证以及产业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机电技术的持续创新,使得机电产

业逐步向智能化及集成化等方面发展,所以为了确保机电产业的人才供给,必须不断加强对机电一体化

专业教学实施改革与创新。而工程认证背景下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要求结合国情

以及产业发展趋势,在工程认证背景下,科学规划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健全教学与评价机制、创新

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形式等,以达到促进机电产业健康发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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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in China is relatively fas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implemen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related majors.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nd standardized talent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in China.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graduating students to be qualified for graduation. Its 

key is to evaluate the knowledge mastery level and ability of graduating students,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by 

relevant industry standard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of of engineer qualification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and is a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recognized b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he teaching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the electromechanical industry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integ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alent supply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it is required to combine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ends,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improve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innovate teaching 

concepts, and enrich teaching form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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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进步与社会的变化发展,我国诸多行

业对素质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多,对于高等院校教育事业发展的

要求也不断提高。其中在机电产业方面,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是

培养该领域人才的关键,同时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趋势需要,必须

强化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工作,以发

挥该专业教学改革创新在机电产业培养人才方面的价值,同时对

于促进机电产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有效开展

工程认证工作以及强化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基于

此,以下从工程认证与机电一体化的概述出发,阐述了机电一体

化专业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与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现状,就工

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进行了说明。 

1 工程认证与机电一体化的概述 

1.1工程认证的相关概述 

我国在工程认证领域方面的发展时间比较短且发展速度非

常快速。就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华盛顿协议》而言,我国

在2013年才是预备成员,2016年开始为正式成员,从而使我国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得到了认可。工程认证是对毕业学生能够

合格毕业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其关键是评价毕业学生的知识

掌握程度及其能力能够得到相关行业承认的规定标准,以及是

工程师资质得到行业认可的重要证明,并且是得到国际相关行

业认可的一项质量保障制度。 

1.2机电一体化的相关概述 

机电一体化现阶段广泛运用不同行业,其主要是结合诸多

先进技术的优势进行合理应用(包括机械技术、电子技术、计算

机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传感技术等)的一种技术形式,

其合理应用不仅充分体现了机电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以及人

性化等特征,并且能够实现对机电设备的远程监控与控制等功

能,提升了产品制造效率、制造质量与工业化制造水平。 

2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机电技术的持续创新,使得机电产业逐

步向智能化及集成化等方面发展,所以为了确保机电产业的人

才供给,必须不断加强对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实施改革与创新。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是为了培养相应的操作、研发与管理方面

的人才,使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现代工业制造的价值得到合理展

现。并且工程认证背景下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时,

要求结合产业发展趋势与相关技术的现状,培养适合时代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以促进机电产业与高等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结合笔者在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实践的工作经验认为,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方法主要包括：第一,根据学生的个人

特征优化教学课程；第二,科学制定考核评价标准；第三,利用

校企合作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第四,创建一体化综合实训

室以及开发更多先进的配套软件；第五,强化教师培养,丰富教

师的知识储备。 

3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现状分析  

评估不同专业教学成效的内容有很多,主要表现有教学形

式、考核方式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成效

评估也是如此,以下就其现状进行简要说明,具体为： 

3.1教学形式的现状说明 

现阶段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形式,依然是通过课堂的老师

教学为主,老师依据该专业的教学大纲,向该专业学生教授知识,

然后由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老师再布置学生进行讨论, 后回

复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该教学形式的运用存在学生缺乏参

与积极性、学生未能有效的投入到问题讨论中,从而制约了教学

成效。为了规避上述现象发生,部分老师为了提高机电一体化专

业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关课题,通过相关案例与该专

业的理论知识结合应用,以提升该专业教学质量,体现了理论知

识教学与实践操作的结合。然而在实际的教学时,仍然存在诸多问

题,比如学生理解能力不足问题、课题与课程内容未能紧密结合在

一起、缺乏对学生的启发式教学等,从而制约了培养学生效果。 

3.2教学考核方式的现状说明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考核方式目前主要是通过理论知识的

试卷考核、以实验方式的实践操作考核方式,以达到合理评估机

电一体化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与实践操作应用水平。

但是在实际的考核过程中,由于存在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理论

知识考核方面,存在试题单一、相关理论脱离了时代发展实际

等；在实践操作考核方面,存在实验新设施操作的不规范、实验

设施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无法科学评估学生实际掌握机电

一体化专业知识的水平。 

3.3教学评价体系的现状说明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评价体系的内容一般包括试卷成绩评

价、督导评价以及学生评价等。该教学评价体系强调对老师进

行考核,其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就试卷成绩评价问题而言,

如果只是从试卷成绩评价教学成效,会存在片面性问题；就督导

评价来说,其一般运用随机抽查的形式实施评价工作,未能达到

真实评价效果；由学生开展评价工作,由于学生喜好与专业能力

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客观开展评价工作。 

4 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

的相关策略 

4.1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策略 

4.1.1改革教学大纲。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需要

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开展教学工作,教学大纲的制定需要结合

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计、课程内容、毕业要求等,才能实现该

专业教学目的。因此工程认证背景下,需要依据工程认证规定,

在传统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增加工程认证方面的内容、增加涉及

机电的 新技术(比如 新的计算机技术、远程监控与诊断技术

等)、增加适合时代发展的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等,以达

到人才目的。 

4.1.2改革教学模式。结合工程认证要求与机电一体化专业

的 新知识内容,有效改革传统教学模式。(1)可以运用仿真技

术与相关软件,通过样机模型,以实现直观的教学模式。并且借

助其他相关的系统与技术(比如影像技术等),通过信息传输、插

图、动画等,使教学过程中呈现立体画面,这样不仅能够把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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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专业的抽象知识变成实际画面,还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

注意力以及激发学习兴趣。(2)强化理论知识、实践操作与综合

能力等方面的结合。在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项

目式教学模式,加强理论知识教学与具体项目实例的结合,强化

学生综合能力与项目推进的融合,以学生的学习为关键,从而提

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成效。 

4.1.3改革考核评价方式。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

教学的考核评价改革,是从过去单一的期末考核评价向综合过程

与期末考核评价的转变。(1)实施过程考核评价。机电一体化专

业教学过程中的过程考核评价是在提升教学成效的同时,防止该

专业学生平时没有认真学习,而在期末考核评价前突击学习等方

面的问题。其改革策略主要包括：第一,实施分组汇报。老师在

课堂教学结束后,布置与机电一体化相关的项目,合理分组并由

各组分时间段汇报项目的进展实际,同时老师根据汇报结果对其

进展状况实施考核评价,从而激发学生平时的学习积极性；第二,

开展线上作业。老师在课堂教学结束后,利用相关的APP软件,布

置线上作业,要求学生在线上进行答题回复。通过学生在对线上

作业的活跃情况与答题正确率实施考核评价,以达到考核评价学

生平时学习态度与主观能动性目的。(2)改革期末考核评价工作。

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涉及的实践作业比较多,因此在期末考核评

价时,要改革过去只注重试卷的理论考核评价。把理论知识的试

卷考核评价与实践的具体操作考核评价相结合,就试卷考核评价

来说,其主要是对学生在相关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方面进行考核评

价(主要包括涉及机电的相关系统工作原理等)；就实践的具体操

作考核评价而言,主要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进行考核评价(通

常包括硬件安装、软件调试以及机电相关系统设计等),从而达到

客观考核评价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工作目的。 

4.2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创新的策略 

新时代下的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人才培养要求专业

技术强以及综合能力高等特征,所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必

须采取相关策略创新教学。 

4.2.1创新教学目标。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

目标创新：第一,培养该专业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提升解决涉及该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机电工程方面的设

计、制造等)；第二,培养该专业学生在资料查询、检索该专业文

献与获取涉及该专业的技术等的能力,为处理机电方面的问题提

供参考；第三,加强该专业学生运用相关知识能力的培养(包括运

用自然科学的能力以及运用工程科学的能力等)；第四,培养该专

业学生在处理团队合作问题方面的能力；第五,加强该专业学生

在前沿技术、国际视野与行业发展趋势认识等方面的培养。 

4.2.2加强教学过程的创新。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

业教学过程的创新,主要是老师教学为重点,转变为以学生学习

为重点。具体为课前由老师布置下节课需要教学的预习作业；

在课堂教学时,老师需要检查预习作业的完成情况,并且对存在

的共性问题实施详细讲解；对具体的个性问题则以课后答疑的

方式帮助学生解决。 

4.2.3强化考核方式的创新。工程认证背景下机电一体化专

业教学的考核方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平时作业的正确完成情况、

期末试卷考试成绩、机电一体化专业相关文献的阅读量、机电

一体化项目的实际操作能力等考核方式。并且考核的具体内容

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技术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以及具体成果等；而且考核对象不只是针对学生个体,还包括对

团队的考核,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客观评价。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在机电一体化专业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仍然存在不同的问题,比如教学形式问题、考核方式问题以及评

价体系问题等。而工程认证背景下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

与创新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比如教学大纲、教学模式

以及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改革；以及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与

考核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从而发挥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改革创

新在机电产业培养人才方面的价值,同时有利于促进机电产业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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