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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促进新工科建设, 作为工科院校实验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且应始终秉承以 “学生为主体, 教师

为主导” 的教学理念, 提升学生工程科技创新、 创造素养,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 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

力。 为了培养学生在液压元件方面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和更强的工程实践能力, 可通过实验前预习、 校企合作、
科教结合等举措来提高液压元件实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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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ngineering
 

schoo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he
 

ex-
perimental

 

teach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hould
 

always
 

uphold
 

the
 

teaching
 

idea
 

of
 

“taking
 

student
 

as
 

the
 

principal
 

part
 

and
 

teacher
 

as
 

the
 

main
 

guide”,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ccomplishment,
 

develop
 

students’
 

the
 

key
 

ability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fit
 

age
 

demand.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higher
 

theoretical
 

lev-
el

 

and
 

stronger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aspect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the
 

measures
 

that
 

to
 

improve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quality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can
 

be
 

adopt,
 

such
 

as
 

preview
 

be-
fore

 

the
 

experimen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mbine
 

science
 

and
 

educ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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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新工科建设[1] ,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

力[ 2 - 3] ,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思维[ 4] ,培养学生终

身学习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对于学习液

压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提高液压元件实验教学质

量非常关键,要求学生不但要通过实验教学对已有

的理论知识进行验证,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进一步

理解、掌握液压元件的内部结构组成、工作原理,能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互联系起来。 但受传统实验教

学模式的影响,目前液压元件实验教学环节仍然存

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鉴于此并结合自己

几年来从事液压元件实验教学的经验就提高液压元

件实验教学质量归纳出以下几点。
 

1　 加强学生实验前的预习环节

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中,实验课前教师对学生

的预习情况不作要求,学生是否预习完全取决于个

人的自学能力[ 5] 。 因此出现实验课前教师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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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对实验内容掌握情况的现象,而且为了让

每个学生都能按时顺利地完成实验操作,实验前指

导教师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对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
验注意事项等进行讲解。 通过学生实验过程中的表

现和分析实验成绩可知,这种学生不提前预习仅仅

通过教师随堂讲解后进行实验的模式根本达不到预

期的实验效果,也满足不了对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去年以来,本专业要求学

生进行液压元件实验前必须预习实验内容并完成实

验预习报告,教师根据预习报告评判学生对实验内容

的掌握程度,实验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讲解,
而且预习报告的评判结果以成绩的形式体现并纳入

最终的实验成绩。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为学生节省了

大量的实验时间,增强了学生实验的针对性,而且学

生的实验成绩与前几年相比较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2　 建立长期的校企合作关系,及时更新液压
元件,培养具有创新性思维的大学生

液压元件是液压传动的核心零部件,液压元件

的质量好坏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液压行业的发

展。 作为培养液压传动方面人才的工科院校,更应

该注重液压元件的更新换代,使学生通过对最新液

压元件的实验进一步了解液压元件的发展现状,并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实验教学质量。

为了让学生了解最新液压元件的发展趋势,拓
宽学生的专业视野,提高液压元件实验教学质量,本
专业已与国内外 50 余家生产液压元件的先进企业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有部分国内知名骨干企

业与本专业签订了长期发展的框架协议,同时在学

校实验室展示最新研发的液压产品供学生拆装学

习、实验和研究使用。 另外,本专业还借助广大校友

捐赠的新型液压传动仪器设备,使在校师生始终能

够接触到新研发的液压产品,目前已收到如上海诺

玛液压、宁波汉商液压、北京华德液压、山西榆次液

压件厂等多家企业捐赠的多种型号的新型液压元件

几百件。 使得液压元件实验教学中学生可以使用不

同厂家、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实验数据的测试、比
较,这无疑开辟了提高液压元件实验教学质量的新

模式,同时也形成了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

就业、合作发展,实现合作共赢的创新模式[ 6] 。

3　 以培养学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为目的,丰富
实验内容,学生享有选择实验项目的自主权

之前液压元件实验教学项目仅局限于培养计划

中所罗列出来的几种,学生没有选择实验项目的自主

权,只能根据教师的安排被动地进行实验,这种实验

教学模式不能使学生根据自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

况并随着液压元件的发展、更新换代而自行选择有关

液压元件方面的实验项目,达不到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的目的,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创造性思维[7] 。
鉴于问题的存在,今年本专业引进了新的实验

设备,而且根据实验设备和实验条件尽可能地列出

所有可进行的有关液压元件方面的实验项目,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所学液压元件知识的理论水平高低,
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实验项目,这种实

验方法使得学生有学习新知识的自主权,并激发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创造

能力。

4　 科研与实验教学相结合,互相促进、互相
提高

本专业始终坚持实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理

念[8-9 ] ,已有的国家级项目研究、高水平索引论文发

表、液压产品性能实验、教学改革探索等方面均在实

验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液压元件基础理论研究、
数字化电液系统及液压气动测试系统研发等实验研

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液压阀口空化、液压

滑阀卡滞、气穴的增长机理及低速大排量液压泵的

性能实验等系列研究成果有效地反哺实验教学内

容,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实验课程的改革和发展。
为了提高本科生液压元件实验教学质量,科研过程

中已将原来只限研究生参与的实验项目拓展为向全

体本科生全面开放。
而且为了方便师生开展各类研究或自设性液压

元件实验项目,本专业的实验中心在服务上已实行

全天候开放的管理模式。 人才培养过程动态管理监

督,采用验证实验-专业实训-创新设计实验多层次

的实验内容,结合基础实验强化,综合实验培养、专
业技能实验创新,在注重学生的技能、思维、综合能

力培养的同时,体现了实验教学紧密联系专业发展

方向和企业实际生产过程的“工程特色”,形成了

“理论引导实验,实验反哺教学和实际生产”的高质

量特色实验方式。

5　 改进实验成绩的评定标准

为了提高液压元件实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严

谨的科学态度和综合能力,正确评定学生在能力培

养中达到的真实水平,实验成绩的评定应从实验设

计思路,实验态度,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操作过程,实
验报告质量,实验创新意识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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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而不能只简单地根据实验报告质量做最终的成

绩评定。 如果仅凭实验报告的质量来评定实验成

绩,无疑会对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较强的学生造成

不公,而且使学生不注重能力的提升只注重实验报

告质量的提高,这种现象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更达不

到实验教学的目标。

6　 恰当地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促进实验教

学手段向现代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广泛和深入,为了改

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10] ,
实验指导教师制作和引进了多媒体课件用于液压元件

实验教学中。 实验过程中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一些比

较复杂的液压元件三维模型,使学生比较清晰地了解

液压元件内部复杂结构的组成及油道的开设、沟通情

况,便于学生理解并掌握液压元件的工作原理、工作过

程。 同时使用多媒体、视频等示范性地讲解某些液压

元件实验的操作步骤、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注意

事项及实验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等。
另外,本专业借助于计算机建立了网络实验教

学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实验时间段

预约、实验预习,实验技术交流和实验教学反馈等。
做到了学生可以在课前、课后任何时间,在校园网的

任何一个终端上自学、预习和复习与实验相关的内

容,提前了解实验的要求、步骤和注意事项。 利用网

络资源增加了教学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为教师、学生

提供了便利,节约了时间,而且网络资源比较系统化

有利于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但是,目前利用计算机网络实验教学平台,也存

在硬件环境不能满足实验要求,实验指导教师缺乏

网络实践经验,教学水平不高等系列问题有待今后

进一步完善并提高。

7　 结语

本专业通过加强学生课前实验预习环节,利用

校企合作,科教相结合,丰富实验内容、学生自主选

择实验项目,改进实验成绩评定标准,恰当地利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等实验手段和方法,不但提高了液压

元件的实验教学质量,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

科学态度、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激发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 而且通过指导教师的努力和现有

的多样化实验教学手段,规范化的管理及全方位的

考核,液压元件实验教学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实验

教学目标,满足了对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的支撑,而
且对于新工科的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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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导向的教学模式,并选取柴油机基本工作原理这部

分教学内容,从学生最熟悉的问题引入,层层递进地

设计出问题,这些问题和知识之间存在清晰的递进关

系,从学生熟悉的知识开始,逐步向教学内容所需要

的背景知识靠近。 随着这些问题一步步地解决,学生

就具有了对柴油机工作原理理解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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