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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驱动教学法在高职模具专业
中的应用与研究

金莹，张，J、粉，淮妮

(成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陕西成阳712000)

摘要：分析了传统教育对培养高职模具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模具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对模具专业课程实施项目驱动教学法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探讨了模具专业实施项目驱动教学法的

设计原则，项目实施与应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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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et：Som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for die＆mould major students in hig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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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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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1_21。

基金项目：成阳职业技术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KYB07)。

作者简介：金莹(1974-)。男(汉族)，陕西商洛人，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模具设计及机械CAD／cAM，地址：陕西咸阳沣渭新区统

一大道l号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电话)1589165309l，

(电子信箱)xiaojimi2005@126．m。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基本照搬大学教育的学

科体系和教学模式，采取的一般教学模式是：先全

面进行基本理论教学，然后集中时间进行整周的技

能实训。这种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有其弊端，具体

体现在：

(1)教学方式上，理论教学与实际生产相脱离。

(2)教学内容上，不能适宜企业岗位要求，学生

技能实训内容过于简单化、陈旧化。

滁州市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

索和尝试，适应了人才培养的需要，得到了企业的

肯定。然而，高职模具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毕竟是一

个长舰探索的过程，不仅需要高职院校之间加强经

验交流，而且需要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深度

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fl】金捷．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课程体系

的构建[J】。沙州职业工学院学报，2009(6)：46-48．

【2】陈满．论高职院校模具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们．湖南医

科大学学报)-008(i)：226-228．

【3】李和平，李久明。陈京平．高职高专模具专业主干课程的教

学改革与实践【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8)：53-56．

【4】王波，王仙荫．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课程的改革探索田．

职业教育研究，2007(7)：24—25．

【5】肖日增．高等职业教育模具专业建设与改革的思考【J】．模

具工业。2010。36(8)：I-4．

【6】张信群．高职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们．教育与职4k．20l 1(14)：132—135．

万方数据



模具工业2012年第38卷第4期

(3)教学计划上不够系统、灵活。由于受到传

统教学模式的约柬，职业院校在教学计划方面目前

依然采用高等教育的模式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这

种教学计划往往忽略了学生的实际能力，过于僵

化、不灵活，开设的课程内容有重复、遗漏、顺序颠

倒等现象。

(4)教师实践能力有待提高。目前职业院校大

部分理论教师技能欠缺，缺乏一体化教学能力，缺

乏对企业先进生产方式与生产实际的了解，缺乏解

决实际问题及科研创新的能力，缺乏教学素材积

累，教学中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枯燥乏味。

(5)教学教研风气不足，教师不思上进、知识老

化。许多教师对职业教育及学生没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认为职业教育层次低下，学生素质低，不需要

较高的知识，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故而同步自

封。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上进心不足，满足于

做教书匠，吃老本，从而造成知识陈旧、老化。再加

上教学与生产脱离以及对科研的不重视，使教师自

我提高的意识与动力不足，自闭于书本知识，离生

产实践渐行渐远。

由于以上原因产生了“三不满”的后果，即职业

教育与企业要求的脱离，企业对学生不满；学生学

习兴趣普遍不高，学生对教师不满；教师教而无果，

缺乏成就感，对学生不满。其结果是学生厌学，教

师厌教，严重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近年

来，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大力倡导

下，职业教育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上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项目驱动教学法就

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参考了国内外先进的

职业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一

种职业教育教学方式。项目驱动教学法一方面可

以不断地获取和激发学生的潜能，另一方面也可以

不断地引导教师修订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真

正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在让学生获得成就

感的同时，为学生将来顺利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2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内涵和特点

2．1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内涵

项目驱动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

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它既是一种课程

模式，又是一种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

基本出发点，以学以致用为标准，选择教学内容，按

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体现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

原则，设计并进行的教学活动，是一体化教学的主

要实施方式。

通过对项目驱动教学法的研究，力求真正体现

新课程改革一切以学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为模具专

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供新的创新理念、教

学模式。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使学生置身于探索知

识的情境之中，从根本上将传统课堂中教师满堂灌

转变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为

学生创造一个能激发兴趣、产生好奇心的环境，以

创新思维和创新制作能力训练为核心，充分发挥学

生的自主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培养学

生的专业能力、社会能力、个人能力、方法能力、学

习能力，体现“教师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的职

教新模式。

2．2项目驱动教学法的特点

项目驱动教学法具有教学内容的特定性、项目

内容的综合性、工作过程的完整性、学生学习的自

由与自主性、工作成果的多样性与展示性、学习评

价的多元性、工作实际应用性与价值性等特点。而

且项目的设计与企业紧密结合，以岗位需求为导

向，职业技能鉴定为依据，以实际，丁作过程构建教

学内容，充分考虑学生的拓展潜力，创造最佳的基

于工作过程的学习环境，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3项目驱动教学法的设计原则

(1)项目选取实施原则。根据模具专业岗位技

能需求结合学生认知能力，通过企业调研确定项目

教学的项目，每个项目的设置或任务以模具制造的

典型工作流程为依托，融入模具工职业标准，其内

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理论知识的选取紧

密围绕工作任务完成的需求来进行，在充分考虑高

等职业教育对基础理论知识学习需要的前提下。融

合了“模具工”职业标准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要

求。

(2)项目驱动教学操作性、针对性原则。课程

项目的设计既要贴近企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针

对性，又要贴近学生与学校的实际，具有可操作

性。每个项目的设置不宜过大，以免涉及的理论知

识太多，导致教学组织困难。对于较大的项目可以

分解成单元进行教学，不要期望通过一个项目实现

所有能力的培养，每个项目应该有能力培养的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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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3)项目驱动教学内容的次序性原则。进行项

目设计时，首先应从大处着眼，确定能够达到课程

培养目标的综合性大项目，然后再逐步分解，直至

分解到若干能够直接进行操作实施的小项目，制定

典型工作任务并进行实施。而在具体实施项目时

则正好相反，项目内容安排上则是由简单到复杂，

由单项到综合，先进行基本技能训练，然后逐步深

入，循序渐进，最终实现课程要求的目标。显而易

见，项目内容设计时要有极强的次序性。

4项目驱动教学法在模具专业中的实施过程

根据模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企业调研确

定模具专业的职业岗位，按照模具职业标准和岗位

要求，对模具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任务进行分

析，分析模具专业对应工作岗位群，构建知识、能

力、素质结构，做到要什么教什么、用什么学什么。

从而形成从现实中的简单工作过程到复杂工作过

程，并根据职业特征分析来确定学习领域的主题学

习单元，突出职业能力培养，根据认知及职业成长

规律，从简单感性认知到理论分析、提高认识再到

综合成长的递增的课程教学内容，以案例和产品为

载体设计学习任务。

如模具专业的《塑料成型及模具设计》课程，在

进行项目驱动教学时，本门课程可设计3个大的项

目：单分型面、顾分型面和侧向抽芯模具设计。实

施每个项目时首先让学生进行模具的拆装，了解模

具的结构构成、工作原理等，然后到实训车间或模

具制造厂参观其加工流程。从而对模具结构及工艺

过程有了感性认识；最后同到学校开展如下内容的

学习；加工产品的]二艺分析、工艺方案的确定、相关

的工艺计算、模具的结构设计、模具的三维造型绘

图、二维总装装配图绘制，同时填写注射工艺卡和

工作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完成对所设计模具

的制造，试模生产出产品。每个大项目又是由若干

个小项目组成，每个小项目包含有若干个知识点。

如单分型面模具设计可分为2个小项目：单型腔模、

多型腔模，表l所示为单分型面多型腔项目驱动内

容的设计。

项目确定后，应对每一项目提出具体的实施方

表1单分型面多型腔模具课程的项目驱动内容设计

序号 项目 典型一I-作仔务 成果

I 塑料制品造型(盒子、旋钮) 塑抖制品造型设计、选择材料和成型方法 设计说明书

任务1 浇注系统的设计 设计说明}S

任务2 成型零件设计 设计说明书

2 简单注射模设计 任务3 含模导向机构设计 设计说明节

任务4 脱模机构设计 设计说明书

任务5 模具整体结构设计(--维造型) 出零件图、装配图

任务1 -【艺分析 设计说明书

3 型腔、型芯关键零部件的制造 任务2 确定加-j二方案 填写工艺卡
，

任务3 加1：零件 凸(凹)模零件

任务1 模具钳工 打磨、抛光零件
4 模具装配

任务2 模具装配 填下|装配流程卡

任务l 试模 得出埂件

5 塑件加工 任务2 注射成型条件设定 填写注射成型表

任务3 产品鸶产 创造经济效益

案、教学要求和必须达到的教学目标。如《塑料成

型及模具设计》课程教学，在实施教学项目“浇注系

统的设计”中，具体的项目实施过程一般有5个步

骤：任务-÷计划一实施一检查一评价。

(1)任务阶段。教师布置任务。讲述清楚要完

成的工作任务的内容、条件和目标，帮助学生理解

任务；教师给出工作任务后不要急于讲解，而是让

学生讨论、分析任务，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学哪方

面的知识，练习哪方面的技能，达到什么样的目

标。如在浇注系统的设计项目教学时，首先以盖子

多型腔单分型面注射模为载体建立项目布置绘学

生，然后用多媒体演示盖子多型腔模具的结构，让

学生有一个大致了解，再通过分析讨论让学生知道

需要解决主流道设计、分流道设计、浇I：1、冷料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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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

(2)计划阶段。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教师针

对学生在方案制定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指点。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或查阅其他资料获得回答

这些问题所需的理论知识，如确定型腔数、分型

面的类型、选择原则、浇注系统的组成、浇口的常用

形式、浇口系统各部分的尺寸设计原则和方法等所

需知识。通过讨论，学生可以相互启发，充分发

挥创新能力，最终确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施方

案。

(3)实施阶段。在最终方案确定后，学生可以

根据实施方案进行任务分解，每个学生承担特定工

作任务，每个人按照承担的项目任务进行工作，最

终完成项目任务，达到项目教学目标。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也可以进行与给定任务相类似的项目演

示，学生在旁边看，可以随时提问题，教师要对学生

提出的问题做解答，以便启发学生，挖掘学生潜力，

达到教学要求。

(4)检查阶段。首先每组的学生自行检查任务

过程、结果，然后教师对每组项目质量进行检查。

通过检查，学生可以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修改。教

师则在各组之间巡视和检查学生的进度及质量，解

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观察学生的能力，

并作为项目完成后的评分参考。

(5)评价总结阶段。项目教学的评价包括小组

之间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两部分。小组之间

的评价将极大地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们将以

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积极争取本小组的胜利，对于

教师的评价，应注意不能伤害学生的积极性，应提

出问题的所在，让学生广泛讨论，找出问题的根源，

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另外，在课余时间学生可以

通过查阅相关参考资料、网上课件进行互相交流、

讨论，巩固加深所学的知识。

5项目驱动教学法在模具专业中实施时应注意的

问题

实践证明，项目驱动教学法对学生的综合能力

的提高是有益的，它能使教学项目与知识、技能有

机融合，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把以教师为中心转交为以学生为中心，以课本

为载体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载体，以课堂为“战场”

转变为以项目实践为“战场”，使学生成为知识能力

的主动构建者。在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5．1观念的改变

(1)教学管理人员观念的改变。项目任务驱动

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制度要与

教学改革相适应，要为教师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由

于此教学法的课堂教学是灵活多样的。课堂不再是

“静悄悄”，可能会出现“乱糟糟”的场面，教学管理

者要接受这种课堂现象，而且大力支持。

～一(2)教师观念的改变。教改是对教师的最大挑
战，自我备课的时代已经过去，教师的观念、角色、

行为等多方面都要发生变化。教师所关注的不仅

局限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更要注重学生

的个性是否得到彰显，方法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

学生的职业道德观是否得到了整体培养。在进行

教学设计时，要以人为本，站在学生角度进行不同

层次的教学设计，要体现“因材施教”。在组织教学

活动时，教师要有观察能力、控制能力，通过观察随

时控制教学活动的进行。

(3)学生观念的改变。学生适应了“一言堂，不

懂就问”的教学方式，因此要求学生改变过去的学

习方式，不再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听课，而是

要积极参与教师布置的项目任务，从以往单纯的听

教师讲变为与同学、教师交流合作，共同探究。学

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探究知识，由个体学习

变为合作学习，完全行动起来。这样才能“教”与

“学”相互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培养高素质的

技术型人才。

5．2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

师资队伍尤其是双师队伍的建设是模具专业

教学模式得以真正发挥实效、提高教学效果的关

键。它要求教师有丰富的项目设计、开发经验和能

力，具备较强的教学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关注学生

的个体特征并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能

够关注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由于项

目实践而引发的众多现场问题更是对教师实践经

验和能力的考验。

5．3教学设备是项目驱动教学法实施的重要保证

教学设备是完成实践教学必备的硬件。作为

项目驱动型为特征的一体化教学，需有必备的设备

作为前提。学校要投入相当的资金，配套相应设备

与软件，创设理论与实践一体的教学环境。职业教

育培养的是企业的一线工人，职业教(下转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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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设计与制作》教材的开发结构将原来的“先讲授

(理论知识)、再实践(课内实验)、后设计(课程设

计)”独立的教学3个阶段融为“塑料模具设计与制

作”一个完接的教学活动中，以真实的塑料制品为

载体，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使“理实

合一，教、学、做一体”；同时依托我院“塑料成型与

模具实训室”，突出塑料制品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把实训室建设成为“教学车间”或“教学工厂”，使理

论与实践一体化，在教材编写体系、格式和内容等

方面不断创新，保证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模具

专业核心课程——《塑料模具设计与制作》教材建

设紧跟课程改革的步伐．建立科学的高职教育教材

体系，满足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凸显高职教育

特色．。

4结束语

(1)构建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具专业课程打

破了原有学科型课程体系，体现了理实一体化的教

学理念，更加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

(2)结合我院国家示范性建设和陕西省模具专

业教改优秀成果的经验，开发了模具专业基于工作

过程导向的理论实践一体化课程，可为同类高职院

校课程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3)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具专业课程已经应

用于教学过程，不仅使毕业生具有较强的行业通用

能力、专业核心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同时学生的

发展潜力大，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认可。

参考文献：

【1】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课程开发探索与实践编写组．工作

过程导向的高彤}课程开发探索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9：443--455．

f2】李晓明．Industrial Centre奇迹之旅一解析香港理工大学

工业中心创造力培养模式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2008：8—18．

【3】陶 勇．浅谈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具设计与制造课程教学

改革【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11)：257—258．

(上接第68页)育的毕业生应能在毕业时就能定岗、

上岗。同时，考虑到教育的滞后性，学校必须有不

低于先进企业配置的实习设备和充足的实习工位，

以保证教学计划的正常实施。

5．4建设项目化教材是保证正常教学的必要手段

为使任务具有系统性、延续性，抓好项目化的

教材建设，打破目前高职课程体系中理论系统性，

突出以应用、实践为主的，以职业能力为单元划分

的，基于工作过程课程的体系，使教学项目切中教学

实际，既能使理论知识点与实践有机结合，又可切

中学生的兴趣点，完全以任务驱动过程设置教学环

节，积极组织开发以“项目驱动、任务导入”为主要

思想的、以能力为本位的项目化教材。

6结束语

在我院模具专业教学中，以模具专业的职业岗

位或模具设计与制造的工作过程为切入点，以模具

设计制造工作项目为载体，通过工作项目将职业活

动中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融合为一体，突出了以项

目驱动为主线，以技能培养为手段，以能力获取为宗

旨的教学理念，改变了单纯给学生灌输知识难度大

的问题，不仅让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充分地

挖掘学生的潜能，塑造全面和谐的个性，培养其综

合职业能力、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符合当前模具

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经过近三年的实际应用，不

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深受学生和用人单位

的好评，毕业生就业率连续达到98％以上。

参考文献：

【l】牛全峰，陈玉平．基于行动导向教学法的专业课程体系构

建——以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例田．职业教育研究，

2010(32)：63-65．

【2】朱仁盛。申倚洪．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数控专业教学中的探

索【J】．装配制造技术，2007(3)：100—102．

【3】吕永峰．基于工作过程和任务驱动的离职。模具制造技

术”课程改革与实施【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 1(1)：161-162．

【4】魏德才，王荣珍．项目教学法在模具专业骨干课程中的应

用初探【耵．职业与教育，2007(1 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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