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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农业机械学课程实行了创新教育与课程教学并行、教育研究与改革实践并行、理论与

实践并行、考试与教学过程并行和课程教育与科学研究并行的改革与实践。通过三届学生的

实践表明，学生对课程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创新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动手操作的能力及口

头表达的能力等得到大幅度提升，课程改革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
关键词: 并行模式; 农业机械学; 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1981( 2012) 05-0064-02

农业机械学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主
干课程之一，其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课程主要研
究农业机械的构造、工作原理、使用与维修、设计、鉴
定等内容。传统的串行模式的教学方式即学生的培
养是序贯式的，各阶段中根据上一阶段的输出和本阶
段任务运用局部知识做出决定，并将结果输出到下一
阶段，造成学习内容重复，创造教育与专业教学脱节，

基本是以传授现成知识为主，学生学习积极性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得不到培养
与锻炼，削弱了学生在社会中的竞争力。

所谓并行培养模式，即尽早尽可能地把学生在学
校期间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所需要
的知识汇集起来，创建培养综合的高素质的人才［1］。
在教学模式上将“三层楼式”改为“并行式”的方案，

即打破传统的先基础，再专业基础，最后才上专业课
的时间排序，将并行模块和实践环节平行推进的教学
模式。与传统的串行教学模式相比，并行教学模式具
有以下特点: 培养的出发点是学生综合素质能力，而
不仅仅是书本知识; 并行培养模式是一个包括书本知
识与创新能力人格培养等方面，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多功能培养模式，从学生一入校就开始培养创
新能力的综合学科的交叉; 并行模式与学生保持密切
的联系，全面了解掌握学生的情况，促进学生个性化
发展; 并行以实现最优综合素质能力。

一、创新教育与课程教学并行
在农业机械学课程教学中，将创新教育分为创造

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创造技法训练和创造能力综合
训练并行式进行，注重多门学科的交错特点，将并行
模块和实践环节平行推进。组织课程主讲教师交流、
讨论，根据新疆大宗农种植机械生产的要求和新疆地
区特点，精选了翻转犁、棉花精量播种机、联合整地
机、激光平地机、秸杆还田机、自走式喷药机、棉花收
获机、谷物收获机、残膜回收机、有压滴灌、棉花加工
机械等教学内容，立足知识传授，注重能力培养，将新
疆农业生产中应用最多、最广泛，技术先进的机型做
为教学内容，在课程讲授中将农业生产未解决的问题
提出，将其区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拓展内容讲
解，如残膜回收机、棉花移栽机、棉花打顶机等，开拓
学生的思维，并在课后的作业、习题、讨论、报告、论
文、设计等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师生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将课程内容问题化，采用问题提出、学
生讨论、教师总结的方式授课。将农业中未解决的问
题作为下次课讨论的内容，指定分组的学生下去查阅
相关资料，要求画出机具原理图，在课堂上讲解设计
思路与工作原理，供大家讨论，培养了学生查阅资料、
设计、表达及团队意识等方面的能力，充分调动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将创新教育与课程教学并行推进。

在教学方法上以大力提倡“以学生为本，重在学
生参与”，突出实践教学鲜明特色，构建以“传统教
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现场教学”为主体的
多元化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设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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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案例式、知识串联式、归纳式、直观式( 现场式) 教
学。将难以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理论知识，采用案例
教学方式; 将学生在基础课学习阶段已经掌握了的知
识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 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
题与典型机具机构特点与设计原则结合起来，全面、
系统、深入地进行分步讲解，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的应用能力; 将所学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
知识进行有机串联，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连贯性; 将
教学内容中的机具在生产实际中的表现及存在问题
先由学生提出，然后主讲教师运用专业知识来解决上
述问题，最后归纳总结所学基本原理及知识，授课程
序变为提出问题—掌握知识—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
中学习新知识，在学习新知识中解决问题。课程还恰
当地运用校内实习基地的各种农业机械作为教具，再
配备相关视频、课程辅导资料、课程网站等有效教学
资源，可使得效果倍增，将多种创新教育方法并行使
用生，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二、教育研究与改革实践并行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给学生提供更宽松的环境，

和谐的学习氛围，做到因材施教、培养有个性，有创造
能力的各种人才。［2］在教育研究与改革实践并行，课
内外结合，在教学、科研、实践训练和社会活动中，强
调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实践，科研等教学环节。在课程
中的收获机械这章节中，学生可以根据来自地域不
同，收获作物( 棉花、打瓜、葡萄、马铃薯、番茄等) 种
类不同特点，组成学生的教学小组，进行开放式的讨
论，打消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根据学生所看到各类
收获机进行自由发言，说原理，讲结构，最后教师进行
讲评总结，课程气氛热烈。根据三届学生的反映，这
样的讨论式学习，一方面学习了新知识，同时也锻炼
了学生的理解力、判断力、创造力及口头表达能力，将
教育研究与改革有机结合成一体。

三、理论与实践并行
农业机械学课程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课程，

其内容涉及机具类型多，要掌握每种机具的原理、结
构、使用及维修方式，难度较大，为使学生更好的更多
的掌握各种机型，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并行，采用课
堂和现场理论教学相结合，重点在设计和原理上让学
生有一个了解，同时安排实践教学。如讲铧式犁时，
先在课堂中将铧式犁的原理、使用进行一个较系统的
讲解后，再安排学生到现场认识结构，最后让学生自

己启动拖拉机、挂结农具、调整、作业，教师在这个环
节上起指导作用。充分将书本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
作的精神。

四、课程教育与科学研究并行
在课程改革中树立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进行

教学的教学观，从单向知识传授的“教学型”教学模
式向关注创新性教育的“研究型”教学模式转变。遵
循重在训练，鼓励创新的原则［3］－［4］。注重“产学研”
结合，让学生多接触生产与社会实际，积极创造条件，
引导学生尽早进入教师的科研课题组，参与科研训练
与实践活动; 鼓励学生参与以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为代
表的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经
过课改后，有 1 /3 的学生参与到教师的课题中来，课
题组在外出调研时，都会轮流找机会带领学生到企业
去，到生产一线去，帮助教师完成试验、制作等科研工
作。通过教学过程中提出的农业生产中未解决的问
题的讨论与思考，要求学生将这些问题形成大学生科
技创新资料，参加学校的科技创新大赛，学院也拨专
款给予支持。

五、考试与教学过程并行
课程改革中，将课程考试分数分散到每一个教学

环节中，学生参与的多，回答的好，分数就高。基本思
路是考试由试卷分、讨论分、作业分、实践分组成，其
中试卷分占 50%，讨论分 20%，作业分 10%，实践分
20%，每完成一项根据完成情况给予分数，最后总评，
得出该课程的总分。将课程成绩分散到每一个教学
环节中，也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通过考
试与教学过程并行实施后，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空前
高涨。

实践表明，实行创新教育与课程教学并行后，学
生的思维进一步拓宽，查阅资料、设计、表达及团队意
识等方面的能力明显加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明显提
高; 实行教育研究与改革实践并行后，学生的理解力、
判断力、创造力及口头表达能力明显加强; 实行理论
与实践并行后，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明
显加强; 实行了考试与教学过程并行后，学生学习的
自觉性明显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高涨; 实行了
课程教育与科学研究并行后，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课程的改革后，教学质量有显著
提高，是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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