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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智能化制造”这一全球工业发展趋势下，要实现智

能制造三大主题之一的“智能生产”，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

（即设备零部件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维修）；又或者作

为行业技术领跑者推动技术革新、技术交流等，均离不开工

程图样。这使得现代企业对高职高专层面的工科类院校毕业

生几乎都有识读工程图样技能的要求，该类院校绝大多数在

校生必修《机械制图》课程。

然而，识读机械工程图技能的获得和运用却向来是教学

中的瓶颈。

正如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

能理论”中所证实的，不同的人的心智的架构是大相径庭的，

即不同的人对色彩、线条、形状、结构、空间及它们之间关

系的敏感性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就是目前被教育学、心理

学领域广泛认同的空间智能差异。

空间智能天赋优越的人，对于认知、辨别、记忆、改变

物体的空间关系，并借此进行空间想象与现实的转换；甚至

进行思想或情感表达的能力比较强。他们能准确地感觉视觉

空间，并把所知觉到的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类人独特的认知

和符号体系是用意象及图像来思考的。毫无疑问，少部分具

有这样天分的学生，在《机械制图》这门需要能在二维平面

图形和 3D 立体造型间自如切换的课程中，尤其是课程的重、

难点—识读零件图、装配图部分，反应敏捷，优势明显。

反之，则会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巨大的挫败感。这也是不少

学生“怕学”“学不好”该门必修课的根源。

今天，笔者将尝试回到操作层面，谈谈怎样通过改革后

的新教学方法、新手段，高效引领学生过读图关。

2 翻转课堂课的课前部分
翻转课堂课的课前部分如下所述。

2.1 保护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第一，通过数字平台以小任务点或线上作业的形式推送

浅显易懂的教学素材替学生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地积累视觉

经验，尽量减少直接看较难图纸带来的艰深、苦涩感，为后

续稍难一些的识读做铺垫。

第二，通过在难度上有梯度的思考题或循序渐进的看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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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选立体、看立体选视图类型练习，促成“视觉经验联系

知识点”的“记忆再认”，潜移默化地触发二维到三维转

换的空间智能感、知觉能力并逐步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从而消除或减缓学生的畏难情绪，保住学生对于解决此类

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以下是部分识读机械图样的教学进阶

素材（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2.2 发掘兴趣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和解决困难的动力。成功的教学

应该是将“老师要教”的教学任务转变成为“学生想学”

学习目标。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智能制造对新型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从高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特

点出发，联系学生就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以工作过程系统

化为原则，为学生介绍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用工企业的工

业产品设计流程与经典项目案例图纸，令学生产生强烈的

“学以致用”的激情，自发投入到图纸识读和思考中去，

为课堂教学做好驱动。

例如，该学院 20 级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专业、城

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通平台以及课堂上

接触到的与其就业岗位直接相关的图册目录及图样（如图 4

所示）。

3 课堂教学部分
①依托学院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的“课前测”展现的学情，

以课前问答和讨论的形式引导学生逐渐理清课前有疑惑的

知识点。

②通过小组讨论和同辈交流进行不同思维的碰撞，尝试

实践识图技能、经过讨论深究各自识图过程中的误区；以“课

堂抢答”“课堂测”动态监测科学督促课程推进的进程。

看懂图的过程是学生对图样信息进行读取、思考、分析、

判断，最后综合想象出形体的过程，此过程具有复杂性和

内隐性。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发挥细致地观察，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的思维方向，给予及时帮助，以达成

学生迅速、正确识图的教学目标。

③归纳、升华、外显。教师将课程中的思路、重点、学

生总结的闪光点进行统合，并以图样的形式进行板书或文

件屏呈现，从而进一步为学生理清思路，加深印象。

4 课后的知识巩固与技能提升
4.1 依托数字资源和 AR、VR 技术帮助学生掌握课

程核心内容
博采众长，在海量的网络资源、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的教

学配套资源中汲取适宜的二维动画、3D 数字模型在课后分

享给学生，增长其见识，扩充课堂传递的信息量，以拓宽

其二维、三维转换思路。

图 1 空间认知破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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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间智能加强素材

图 3 学生空间智能训尺规作图作业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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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进阶的练习
多类型的任务自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将模型制作、

教学模型测绘、思维导图绘制式的学习小节纳入平时作业 

考核。

4.3 相关选修课程跟进
依托该学院已开设的相关选修课程、第二课堂、学生兴

趣社团，如 3D 建模社、思维导图班等，形成学科间的交叉

与学习效果的增强。

5 结语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改革与努力，不但使得课时量有限的

“识读图样”得到了多维度的拓展，且学习的过程集趣味、

知识、技能于一体；也在空间智能天赋水平参差不齐的大前

提下，达成了帮助尽可能多学生能获得一定识读机械类工程

图样能力的教学目标，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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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就业岗位直接相关设备的图册总目录（局部）及其中某装配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