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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实践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战略，提升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素养，现代测量技术教学借助现有先进的

软硬件设施及课程平台资源，创建任务分解模块，同时深化产教融合，拓展赛教融通，将企业典型案例

与技能大赛成果反哺教学，鼓励学生项目开发和创新实践，以此探索研究出以任务引领和案例导向为核

心的理实一体的教学改革方法，在实践中获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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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talent training target strategy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compre-
hensive innovation ability accomplishment, with the aid of the existing advanced hardwa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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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facilities and curriculum platform resources, moder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eaching 
creates task decomposition modules, deepens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fusion, expands competi-
tion and teaching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enterprise typical case and skills contest results feed-
back teaching,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thus the task 
lead and case orientation teaching method is explored as the cor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to get good effect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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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测量技术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较强的学科，在承上启下的技能衔接和实践拓展应用中起着重要

作用。在教学方面需要体现递阶式、层级式培养，以实现对知识的深化理解和技能的不断提升。通过任

务引领和案例教学明确教学目标，强调学用结合，以案例提出问题，并围绕案例汇聚知识点，建立学习

的内驱力，在解决问题中实现知识内核构建和技能要领的融会贯通[1]。在教学形式和内容中建立理论和

实践紧密结合，实现学中做、做中学、学能思、思能用的学习行为素养，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2]。在内

容上做到产教融合、赛教融通，不断吸收企业实践项目和职业技能竞赛的成果反哺教学，实现学生知识

技能素养的拓展提升[3]。引入企业训练任务单和培训模式，提升学生职业岗位素养，获得企业认可的岗

位证书，使学生真正地学以成才，服务社会[4]。 
目前现代测量技术传统教学形式通常采用满堂贯的方式，学习目标不明确，学生往往被动接受，缺

乏主动探究，学习内驱力不足。传授知识比较陈旧，内容比较单一，缺乏对学生系统性和成长性的培养。

教学与竞赛相脱离，教学难以服务竞赛，竞赛成果不能反哺教学。教学成效不足，与企业岗位要求存在

差异，缺乏岗位资格专项证书，人才难以被企业认可，社会效益不足。 
根据学校已有现代测量技术实训室、先进测量技术实训室、Zeiss 联合培养实训室、检测技术及质量

控制实训室等教学环境，利用配置的三坐标测量机、三维扫描仪、光学投影仪等大型精密检测设备，以

及正逆向设计软件、仿真测量软件等齐全的软硬件设备，结合现代测量技术课程平台，包含大量微课、

动画及视频资源，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同时深化产教融合，拓展赛教融通，鼓励创新实践，现代

测量技术教学采用任务引领、案例导向、理实结合的教学方法，划分知识单元，建立学习任务清单，结

合具体案例辐射所学知识点和技能点，在情景实践中精细化理论学习，在理论学习深处笃行实践。通过

教学改革实践，学生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效果。 

2. 教学改革思路及举措 

2.1. 改革思路 

(1) 教学组织上建立任务引领的教学模块。对知识进行单元划分，建立任务单、知识点、技能点和评

价标准。目标实现任务清晰、知识点提炼鲜明，对应技能点可测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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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内容上以典型测量案例为导向。从图纸、测量要素、测量结果及评价几个方面，引入企业测

量任务单，规范测量流程。目标使测量以案例项目形式进行标准化训练，达到知识的综合应用。 
(3) 教学宗旨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改变先集中理论再集中实践的模式，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应

用能够并行。目标实现学中做、做中学，理实一体教学，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提升认知，达到知行合一。 
(4) 教学拓展上实现产教融合和赛教融通。引入企业实际测量项目和职业技能竞赛典型案例，提升学生

综合应用能力。目标实现知识不断更新，强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以致用和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 

2.2. 具体举措 

(1) 明确渐入原则和打开方式 
所谓渐入原则是在学习和实践中要遵循学习的规律，从低到高，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对知识进行

认知，在实践中分清任务概要、实施步骤、操作的前后顺序、正确要领，把握问题的关键，从而使知识

和技能实现持续不断地输入和稳定提升。要掌握学科学习的特点，从认知规律和兴趣导向的角度出发，

确立教学的正确打开方式。在身心上要动静结合，静就是听、思考、输入的过程，动就是互动、实践、

输出的过程。 
(2) 注重图、模型、实物三元一体资源建设 
挖掘案例的特征元素，重视资源库、案例库的建设。资源包括网上可传输共享的文件资源，如图纸、

模型、任务指导书等，也包括线下的实物、软硬件资源，如零件、仪器设备、应用软件等。作为案例导

向，必须有案例的描述、任务说明，图纸是首要的，要能反应具体任务要求，而模型是在任务实施过程

中所需要的，要有实际的模型文件使任务能够可操作执行。然后就是要提供具体的实物零件供操作执行。

如此则形成图、模型、实物三元一体的资源构成。 
(3) 开创产教融合、赛教融通的教学途径 
引入企业岗位培训机制，将企业的岗位技能培训融入到教学实践当中。利用校企合作的项目，提炼

内容，将其转化成典型的案例，融入到教学方案中。通过产教融合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开启赛

教融通的模式，将技能大赛的项目转化成教学内容，将技能大赛的成果反哺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了解

职业技能大赛的前沿，了解当前科技发展的动态[5]。将职业技能素养融入平时的训练之中，对应职业技

能证书的要求进行专项技能训练，以职业技能等级的评价要素和评价标准作为考核学生实践技能的依据。 

3. 教学实施 

3.1. 教学实施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建立学习任务单，提炼知识点和技能点； 
(2) 建立从图纸、任务单及测量步骤规范的测量流程； 
(3) 建立基础测量和拓展测量案例库，包括标准练习件、竞赛工件、企业工件等。 

3.2. 教学实施方式 

采用的是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的模式[6]。网上资源包含典型零件的测量动画、模拟仿

真测量和实际操作录像，方便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 

3.3. 教学实施示例 

3.3.1. 课前预习 
可扫描二维码登录或直接登录课程网站，观看动画、视频和课件等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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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新课导入 
新课导入包括零件准备、工量夹具准备、图纸认知、测量任务认知环节。 

3.3.3. 任务描述 
制定测量任务单，包括尺寸类型、公称尺寸、公差、实测值和偏差等。 

3.3.4. 教师示范学生操作 
(1) 安全教育 
注意规范操作，不损坏仪器设备。注意开机顺序，避免损伤导轨。装夹工件避开测头，防止碰到测

头。操作速度不宜太快，避免测头撞击零件，而损伤测头。用无水酒精和无尘纱布清洁导轨面、标定球

和测量台面，不要用手直接触碰测针、测座及传感器部分，避免油污对元件造成腐蚀而影响精度寿命。 
(2) 开机 
(3) 零件在夹具上安装定位 
(4) 教师仿真测量 
导入 CAD 模型，3-2-1 法建立零件坐标系，进行元素测量。生成测量路径，并进行干涉碰撞检验，

使程序无碰撞干涉，能够正常运行。 
(5) 学生仿真实践 
学生仿真练习，使程序无碰撞干涉，能够正常运行。 
(6) 教师实际测量 
将仿真的程序导入三坐标测量机的工作主机，手动对齐坐标系，运行自动测量。 
(7) 学生实际测量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仿真好的程序导入主机，完成测量程序的运行。 
(8) 测量结果评价 
根据任务单，对元素尺寸和公差进行评价，输出测量报告。 

3.3.5. 总结点评 
对测量知识点和操作流程进行总结，对操作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点评归纳，总结经验，为后

续的测量项目打下基础。 

3.3.6. 关机工量具归位 
学生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后，需按照 5S 质量管理标准，对教学场地、仪器设备进行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体现职业素养，所有的工量具归位，仪器设备关机，场地进行清洁打扫，保持环境井然有序。 

3.4. 实施成效 

教学案例采用任务式的教学模式，以项目案例作为导入，对测量知识点从任务描述入手，按照测量

的四要素，测量对象、测量原理、测量方法和测量结果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介绍。在内容上，突出原理

的介绍和实践的应用，避免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使原理介绍结合实例，具有针对性而不再空洞，

同时在操作技能上也注重理论支撑和铺垫，使学生在实践中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4. 教学创新与教学改进 

4.1. 教学创新点 

形成规范化的教学程式，建立每个单元模块学习任务单，以任务引领方式组织教学。具有灵活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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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教学案例，案例能够不断更新，保持教学柔性，与时俱进。体现层级递进的教学内容，知识划分能

级水平，符合认知由浅入深的学习规律。利用产教融合引入企业案例，利用技能大赛实例反哺教学，实

行素养拓展训练，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 

4.2. 教学改进 

(1) 引入企业三坐标测量工作任务单 
以企业三坐标测量标准规程，制定零件测量任务单。通过图纸分析、分解测量要素、制定任务单、

规范操作流程，实现典型零件的规范测量。 
(2) 虚实结合数字孪生 
事先对零件进行仿真测量，通过干涉碰撞检测，验证程序的合理性，并将完好的仿真测量程序直接

导入到工作主机完成实际测量。避免误操作产生的机器损伤，降低实践冗余环节[7]，提升测量效率，实

现脱机仿真编程，实际一键测量功能。 
(3) 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方式 
线上学习主要利用教学课件及录像、在线测试答疑等，加强学生的理论认知，强调内外兼修，多元

发展。 
(4) 测量结果真实可靠提升职业素养 
三坐标测量可以自动输出测量报告，减少人为读数和记录误差，测量结果真实有效。避免主观评分

带来的偏差，和数据伪造产生不合理的结果，提高测量的诚信性和权威性，提高学术的严谨性，提升职

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5. 教学评价 

(1) 以任务引领、案例导向和理实一体的方式组织教学，提升学生内驱力 
课程以项目案例导入，将理论知识与操作实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教学内容既包括基础理论阐述，

帮助学生加深基础知识的巩固，同时又包含先进仪器设备操作，课程内容丰富，具有前瞻性。 
利用典型零件，教师根据课程标准要求精心组织课堂内容，把要求的知识点巧妙地融合到任务中去。

让学生在完成具体的任务中，掌握蕴含的知识点，并能熟练运用这些知识点解决实际问题，以完成教学

目标，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2) 结合平台资源，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利用任务认领的方式，学生课前获得学习任务，通过扫描二维码观看课程视频，或登录课程平台网

站，完成课程平台内容的预习。教师课堂进行知识的梳理和答疑，并完成线下的实践指导[8]。利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学习拓展学习方式，线下实操、线下演练使得学习具体化。线上讨论、线上测试可及时反馈

学习效果，线上发布操作规范视频，学生可反复观看学习，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教学资

源，夯实了学生的知识基础。 
(3) 反复模拟实践，夯实专业技能，规范操作，提升素养 
本课程的典型零件均有模拟仿真检测模块，学生可以通过线上资源进行反复的模拟检测，为完成任

务而进行相关知识的主动探究式学习，以夯实专业技能。在观看了教师实际操作的录像后，学生根据相

关的操作规范要求在仿真模拟软件上进行反复检测，这样可以提高操作的规范性和准确性[9]。通过严谨

规范的操作过程，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提升自身素养。 

6. 结语 

实施任务引领和案例导向的实践教学改革可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学效率，减少知识无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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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标任务，建立学习内驱力，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探究精神。理实一体，知行合一，在学中做，

在做中学，在知中行，在行中思，避免理论实践脱节带来无效学习的弊端，使学生知识掌握更加扎实，

同时培养学生敢于探索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探索中学有所知行有所向，在创新实践中实现认知提升

和价值创造。通过授之以渔，启发创造思维，提高学习能力，不断适应未来时代变化和社会岗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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