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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考试方式存在问题 

（一）普遍的高分低能和低分低能现象 

3. 画重点定范围的传统教学与复习方法； 

2. 陈旧孤立几乎一成不变的考试内容； 

1. 形式单一刻板的期末闭卷考试制度； 

4. 尝试过全开卷与半开卷，结果反而更糟； 

5. 能力训练的课程设计彻底沦落为抄写练习。 

        机械类专业基础课程甚少出现低分高能现象，

个别学生会出现高分高能现象。 



一. 目前考试方式存在问题 

（二）学生问卷发现的奇怪现象 

1. 学生均以分数高低为出发点考虑问题(命根)； 

2. 课程学习寄望课堂50分钟内解决(课外干嘛)； 

3. 遇到问题倾向于“寻求同学”解决(抄袭吧)； 

4. 学生眼里任何考试方案都不公平(除非成绩高)； 

5. 传统考题计算题多应用题少(师生共识但会吗)。 



一. 目前考试方式存在问题 

（三）宝贵“四问” 

1. 所有课程有没有课前“预习”的学生？ 

2. 所有课程有没有课后“复习”的(作业)？ 

3. 课堂上有没有做听课“笔记”的(自愿)？ 

4. 习题/命题与研讨题有没有自主思考的？ 

答案：我教的学生有！卷面成绩98分； 

            但一定不是像大爷般的袖手学生！ 



一. 目前考试方式存在问题 

（四）真正的自主学习与钻研 



二.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思路 

（一）考试改革工作理念 

1. 教师：如何做到“有教无类”（兼顾公平）？ 

                参差不齐的学生平等享受大学教育。 

2. 学生：如何体现“有学有类”（成绩区分）？ 

                既然有考试，必然区分“优中劣”。 

3. 多方参与： 传承优良，锐意改革； 

                         阻力重重，仍积跬步。 

绝大多数学生的鼓励是教学改革推进的动力！ 

核心思想：必须发挥考试指挥棒的作用！ 



二.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思路 

（二）考试改革基本思路 

1. 对于15%左右的学习较差学生： 

         掌握基本知识点，能跟随老师思路提炼理论，

知道该课程学了那些知识，并能在考试中运用； 

2. 对于70%左右的一般学生： 

         掌握基本理论，能够汇总提炼到系统层面形

成知识体系，并能进行基本的工程应用； 

3. 对于15%左右的优秀学生： 

         理论在系统层面拔高，拓展知识应用范围；

能够结合专业发现问题，自主寻求解决方案。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一）多元化评分体系 

1. 期末考试60% ： 

         目前已经在闭卷题型与考核内容上做了大量而

细致的工作，后续改革会将约占40%的结合专业的

工程应用题采用开卷方式进行，增加能力考核环节。 

2. 平时成绩40%： 

         作业完成情况的认可度占50%，参考、改良

或原创自主命题约占50%，基本能够判定80%左右

学生的理论掌握程度，进而选题。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1. 基于课后习题(作业)的改良题60%-80% ： 

    保证80%学生达到70分(学分绩)左右的成绩。 

典型措施：(1) 知识点的形式变化-以动平衡为例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1. 基于课后习题(作业)的改良题60%-80% ： 

    保证80%学生达到70分(学分绩)左右的成绩。 

典型措施：(1) 知识点的形式变化-以螺纹联接为例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1. 基于课后习题(作业)的改良题60%-80% ： 

    保证80%学生达到70分(学分绩)左右的成绩。 

典型措施：(2) 知识点的考点变化-以凸轮机构为例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1. 基于课后习题(作业)的改良题60%-80% ： 

    保证80%学生达到70分(学分绩)左右的成绩。 

典型措施：(3) 知识点的题型变化-以多级传动为例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1. 基于课后习题(作业)的改良题60%-80% ： 

    保证80%学生达到70分(学分绩)左右的成绩。 

典型措施：(4) 注重工程应用的灵活计算题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2. 基于学生自主命题的技能拔高题20%-40% ： 

    体现15%左右优异生的自主应用思考能力。 

典型措施：(1) 采纳80%学生应会的自主命题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二）多元化的试题组成 

2. 基于学生自主命题的技能拔高题20%-40% ： 

    体现15%左右优异生的工程自主思考能力。 

典型措施：(2) 基于专业的工程综合应用题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三）考试改革理念实现手段 

1. 统考过程考虑教考分离的教学差异 



2. 命题过程考虑学生成绩梯度分布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三）考试改革理念实现手段 

(1) 基础知识(5分-差等生)： 

      1) 减速装置/执行机构 

      2) 机构与机器的区别 

(2) 运动分析(5分-中等生)： 

      1) 机构运动简图绘制 

      2) 连杆机构类型判断 

(3) 系统综合(4分-优等生)： 

      1) 急回特性与压力角 

      2) 圆周与直线运动变换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四）考试改革驱动的创新教学技法 

1. 哲学思维融于工程教育 

    缝纫机死点问题—有利必有弊(运用与克服) 

1-缝纫机踏板机构.exe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四）考试改革驱动的创新教学技法 

2. 数学思想融于工程教育 

    斜齿轮形成问题—连续与离散(直齿错位法) 



三.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措施 

（四）考试改革驱动的创新教学技法 

3. 极限假设应用于工程问题 

    螺纹联接问题—螺栓预紧及其自锁条件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一）“以考带学”与“以考促教”效果显著 

1. 以考带学，由考点到知识面再到应用与创新！ 

     1）合理设置考试题型：将机构综合融入应用题，培

养创新思想；将工程思维融入分析题，培养工程意识；

以考带学，促使学生进行知识归纳与综合应用。 

     2）应用考核自主命题：自主命题迫使学生主动思考

所学知识点与专业面的结合问题，启发自主考核模式。 

     3）促成学习态度转变：工程科学不是简单应付就能

考出高分，考试成绩就应该比预期低；逐步引导学生从

应试的考生向自主学习与研究的学生转变，进而促成素

质教育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一）“以考带学”与“以考促教”效果显著 

1. 以考带学，由考点到知识面再到应用与创新！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一）“以考带学”与“以考促教”效果显著 

1. 以考带学，由考点到知识面再到应用与创新！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一）“以考带学”与“以考促教”效果显著 

2. 以考促教，考法变化促成考点的工程应用教育！ 

      1）考法变化辐射出考点的工程应用：一次考试很难

涵盖知识体系的所有理论，但考点灵活的考法却能辐射

或反应出相关理论蕴含的工程思想和应用技巧！ 

      2）考试改革驱动教师变革教学方法：促使教师强化

自身工程素养，了解学生专业需求，通过师生研讨与课

外自主研究等，提升教师知识归纳与应用讲解能力。 

      3）教考分离促成课程群内教师的每周教学例会：统

一教学重点与考核要点，总结交流各知识点的教学方法

与特色；促使教师吐故纳新，形成共识，对学生多多进

行综合性与实践性的应用训练。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一）“以考带学”与“以考促教”效果显著 

2. 以考促教，考法变化促成考点的工程应用教育！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二）应用考核促成试卷外学生工程思想的培养 

工程思想1：同一功能可采用不同机构来实现。 

考点体现：能够实现圆周向圆周运动转换的机构有哪些？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二）应用考核促成试卷外学生工程思想的培养 

工程思想2：同一机构在不同机器中实现不同功能。 

考点体现：内燃机主机构死点的克服措施有哪些？ 



        形成完整的考试评分体系，完善考试改革细则，

实践中师生互动增强，课堂气氛活跃；通过考试改

革的引导，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灌输式的授课模式已

经向学生自主学习与思考研究发生了根本改变。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三）形成完整的评分体系，试卷抽查效果优秀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四）考试总结与学生评价 



四. 机械基础考试改革效果 

（五）考试改革创新点 

1. 多元化考核模式渗透到整个课程授课过程中，能够全 

    方位，基本公平公正地去评价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水平。 

2. 在兼顾学生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前提下，多元化考 

    核手段体现学习区分度与优异生的应用和创新能力。 

3. 自主命题将机械基础与学生专业情况结合起来，选用 

    贴合工程实际的例题，发挥了课程实用性。 

4. 实践中及时吸取学生反馈意见，将考试改革真正做到 

    从实际需要出发，实事求是，力求达到一种合理可行， 

    公平公正，且为学生所欢迎的考核模式。 



五. 考试改革应用推广情况 

（一）完成石工(卓越)1209-10的考试改革试点 

        考试改革从2011年本人负责机械基础类课程命题开

始就已经按部就班进行了，经过三年多小班授课的点滴

积累和校级教改立项，才正式形成体系进而推广应用到

本学期石工和储运等专业12级的统考课程。 

（二）评分体系推行到机械类课程群所有考试 

        制定出考试改革细则，针对授课专业特色依据2013

版教学大纲修订教学日历，完善并实践“闭卷考试+开

卷考察+平时考核+应用考查”的考核机制；通过考试改

革引导，课堂气氛活跃，互动增强，学生正在从被动受

教者悄然向主动学习者慢慢转变。 



五. 考试改革应用推广情况 

（三）项目组完成论文5篇(发表3篇/投稿2篇) 

[1]崔学政,吴宝贵. 启发互动式课堂教学与创新实践,中国 

     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11月. 

[2]崔学政,韩彬,吴宝贵.课堂授课艺术与教学技法的研究, 

     机械设计教学研究,2014年8月. 

[3]吴宝贵等.机械原理双语教学研究与实践,高校机械类 

     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论文集2014(光盘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5年9月. 

[4]吴宝贵等.慕课冲击下大学课堂教学理念的提升研究, 

     中国大学教学,完成投稿. 

[5]吴宝贵等.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中国高 

     教研究,完成投稿. 



五. 考试改革应用推广情况 

（四）项目结题支撑材料 

（1）机械设计基础考试改革调查问卷 1本； 

（2）学生课堂听课笔记手稿 2份 5本； 

（3）学生自主改良命题与原创题手稿 2本； 

（4）机械设计基础类考试原题与评分标准 6 套； 

（5）机械基础教学重点与考点讲解手稿模板 1份； 

（6）机械原理作业解析模板 1本； 

（7）机械设计基础教学反思日志 1本； 

（8）考试改革促成的新版教学课件打印稿 2 章； 

（9）机械设计基础考试改革实施细则 1份； 

（10）符合考试改革规范的新版教学日历 1份； 

（11）试点班级考试总结与平时成绩评分记录 1份； 

（12）考试改革情况系统调查与反馈 1本； 

（13）项目组成员 2014 年的教学论文发表 3 篇，投稿 2篇；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