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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机械学》作为农业工程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机械设计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

力与创新实践能力的关键任务。近年来，随着农业智能化与机械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教学内容与方法已

难以满足农业机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以“课程融合 + 项目驱动”教学理念为核心，构建了

以“知识掌握–能力提升–思维创新”为路径的教学模式改革体系。通过多学科知识融合、项目式实践

教学、小组合作学习及阶段性成果汇报等方式，全面提升学生对农业机械结构原理的理解能力和综合应

用能力。教学实践结果显示，该改革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显著提升了其创新设计意识与实

践能力，促进了农业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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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ajors, under-
takes the key task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echanical design ability, the ability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mechanization,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 project-driven” as the core and constructs 
a teaching mode reform system with the path of “knowledge mastery - ability improvement - think-
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project-based practical 
teaching,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phased achievement report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are comprehensively enhanced. The results of teaching practice show that this reform model 
has effectively stimulate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ir awareness of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moted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ag-
ricultural engineering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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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机械作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其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扮演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机械学》课程涉及机械设计、动力学、作业工艺等多个学科，综合性强、实践

性高。但在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中，课程教学普遍面临以下困境：(1) 课程内容与行业发展脱节，机械设备

更新慢，案例陈旧[1]；(2) 教学方法单一，仍以传统“灌输式”教学为主[2]；(3) 学生缺乏参与感与实际

操作机会，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不足[3]。 

2. 改革背景与教学目标 

2.1. 改革背景 

传统《农业机械学》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索与实际操作环节[4]。
而农业工程领域对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求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应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与创

新思维。当前国家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机械装备创新与推

广[5]，这对农机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农业机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2. 教学目标 

本次教学改革以“课程知识融合、能力协同提升、创新意识引导”为目标，强调以下三点：(1) 强化

农机原理、结构与应用的系统知识掌握；(2) 培养学生机械设计、模型仿真与实验验证的综合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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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在农机装备研发中的创新思维与团队合作意识；(4) 提升学生在未来农业工程实践中的适应能

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3. 教学改革路径与方法 

3.1. 多学科融合教学内容设计 

课程内容打破传统章节式知识点传授模式，构建“工艺过程–作业装备–结构原理”三维融合课程

模块，将作物生产环节与机械结构功能相结合[6]。在“播种机械”模块中引入仿生学、材料力学及电子

控制基础；在“收获机械”中结合图像处理技术讲解智能控制系统的实现[7]；在“干燥机械”中引入热

力学与控制原理基础。通过多学科融合，使学生从机械结构认知拓展到系统工程分析，提升综合素养[8]。 

3.2. 项目驱动与小组协作机制 

设置多个贴近实际的项目任务，如“基于多功能设计的粮食清选装置开发”“适用于丘陵地区的轻量

化玉米联合收获机结构优化”等，涵盖方案设计、三维建模、运动仿真、装配图绘制与功能原理视频展示

等任务。每组学生需自主分工、协调合作，实施周期性汇报与结题答辩机制，增强团队合作与表达能力。 
此外，在课程中引入“工程师角色模拟”活动，鼓励学生模拟农机企业中结构设计、市场调研、技

术服务等岗位的职责，增强就业导向和岗位适应能力。 

3.3. 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平台融合 

为配合理论学习，构建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融合平台，学生可通过 VR 仿真平台观察农机具工作状

态与内部结构变化，配合拆装实验与结构识图训练，提高其空间思维与动手能力。课程实验环节设立“模

块化实训任务”，如玉米籽粒脱粒装置测试、割台结构角度对收割效率的影响、风筛系统流场变化分析

等，实验报告需配图、图表、仿真动画，并附原理分析与优化建议。 

3.4.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结合农业装备发展史、典型农机科研人物事迹等内容，适当嵌入课程思政，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与行业归属感。例如，介绍中国第一代农机工程专家在艰苦环境中克服技术难题的经历，激发学生热爱

农机、投身农业的情怀。还可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要求，引导学生理解农机技术对农业生产

变革的推动作用。 

4. 教学资源建设与平台支持 

4.1. 教学团队建设 

课程组成员由农业工程、机械设计、电子技术与教育信息化等多个学科教师组成，形成跨学科融合

型团队。鼓励教师参与“线上一流课程”“产教融合示范项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项目，提升整

体教学水平。 

4.2. 数字化课程资源库 

建立《农业机械学》线上资源平台，包含以下内容： 
(1) 课程教学视频 83 项，涵盖课程全部知识点； 
(2) 三维结构模型库 110 项，供学生自主浏览与装配练习； 
(3) 教学动画与作业反馈系统，实现教师实时评价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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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支持学生自主开展设计与验证； 
(5) 农机典型结构实拍库与故障案例集。 

5. 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在 2022~2024 年改革试点中，对比未改革班级与改革班级数据： 
(1) 学生课程平均成绩提升 19.1%； 
(2) 课程满意度从原 65.2%提升至 96.8%； 
(3) 超过 60%的学生参与“挑战杯”农业工程类项目申报与实施； 
(4) 能够独立完成机械结构建模的学生比例提升至 86%。 
此外，多位学生表示课程增强了其就业信心与农业工程职业归属感，部分学生毕业后进入一拖集团、

雷沃重工、五征集团等知名农机企业，从事研发、工艺设计与技术服务等岗位。 

6. 深化改革的多元路径与持续发展机制 

6.1.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 

为进一步推动《农业机械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与产业需求对接，应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

通过与国内知名农机制造企业如中国一拖、雷沃重工、五征集团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实现学生在校期

间的“订单式”培养。一方面，企业可提供真实的项目课题及技术需求，作为学生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

题目来源；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企业实习、跟岗学习和产线实践，在实际工作环境中检验所学知识，

并不断优化设计与操作能力。通过“项目 + 岗位 + 任务”联动的方式，打通教学与就业的通道，进一

步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6.2. 教学成果转化与教师科研反哺机制 

教学改革不仅是教育手段的革新，更是科研成果有效转化的重要环节。基于《农业机械学》课程的

实践教学积累，应探索“教–研–产”协同发展机制。例如，将课程中的典型项目成果申报为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或将优秀学生的农机设计优化方案与实验数据作为教师课题申报和横向技术服务的支

撑基础。教学团队可围绕学生设计的装置开展技术完善和工艺改进，撰写高水平科研论文或申请专利，

实现教学、科研、产业的良性循环。 
此外，还应鼓励教师将教学研究成果以案例、报告等形式纳入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建设项目、教

改课题或教材建设，推动《农业机械学》课程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示范与辐射。 

6.3. 国际化视野的拓展与多语言教学探索 

随着农业国际合作的加强和农机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对具备国际化素养的农业工程人才需求日益迫

切。《农业机械学》课程在教学改革中也应融入国际元素，如引入 FAO、ISO 等国际组织发布的农业机

械标准和案例，拓展学生对全球农业机械应用的认知。 
同时，应探索中英文双语教学模块的建设。可将课程的部分章节(如联合收获机结构、智能控制系统

等)以中英文授课形式进行讲解，并配套提供双语 PPT、术语对照表、英文技术视频等资源，提高学生的

科技外语能力和国际理解能力。对于计划出国深造或参与国际工程项目的学生群体，这类教学内容具有

重要意义。 

6.4. 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的系统优化 

教学改革成效的持续提升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支撑。为此，应构建全过程、全维度的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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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反馈系统。首先，在课堂教学环节引入“即时反馈”系统，如雨课堂、蓝墨云班课等，实现教学互动

与学习反馈的实时闭环。其次，在课程中期和末期设置教学满意度调查表、项目过程反馈表、小组互评

表等多种形式的数据采集工具，以便教学团队准确了解学生的认知困难、操作瓶颈及课程满意度等核心

信息。 
此外，应建立学生教学助理制度，让高年级优秀学生参与课程内容优化、课件修订、助教辅导等环

节，构建“教师–学生–助教”三层互动教学支持体系，提升课程服务质量与教学管理水平。 

7. 区域特色与地方农业需求结合路径 

山东地区作为我国玉米、小麦、大豆、花生等作物重要产区，对农业机械的类型需求和使用环境具

有鲜明特色。《农业机械学》课程改革可进一步融入区域化内容，例如针对丘陵山区、小地块等典型地

形条件，设置适宜的农机装备专题；结合黄淮海地区复种制与机械化水平变化，分析相应的农机技术发

展趋势；探索大蒜、马铃薯、甘薯等经济作物收获机械的适应性问题与优化设计思路。 
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地方农机装备存在的短板与“关键技术瓶颈”问题，激发学生服务基层农业、投

身农业装备研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升人才培养的区域匹配度与实际贡献度。 

8. 教学成果推广与共享机制建设 

为了实现教学成果的辐射推广，应以学校为平台，构建多维度共享机制。一方面，将《农业机械学》

课程的教学资源纳入“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农业工程课程联盟”等平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另一方

面，可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开放课”“优秀项目展示会”“虚拟仿真公开课”等活动，提

升社会与同行教师的认知度与参与度。 
此外，可与兄弟高校开展《农业机械学》课程互评机制，共享优秀教学案例、资源建设经验及课程

改革成效，推动形成更大范围的农机课程改革共同体，助力农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9.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围绕《农业机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以“多学科融合、项目驱动、数字化

资源建设”为核心的改革思路。实践结果表明，此种教学改革路径在激发学生兴趣、提高综合素养与服

务农业现代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将持续拓展智慧教学工具，探索与产业结合更紧密的协同育人

机制，为农业机械化人才培养提供持续支撑。《农业机械学》课程教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其系统

性、综合性与长期性决定了改革成效必须依赖于机制保障、资源配置、团队协作与理念更新的有机统一。

本文结合近三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从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模式创新、资源平台建设、教学团队发展等

多个维度系统阐述了教学改革的过程、路径与成果。改革表明，项目驱动、多学科融合、智能工具辅助

与校企协同联动，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 
展望未来，农业工程类教育将更加注重产业服务能力、科研转化能力与全球竞争能力的融合发展。

以《农业机械学》为代表的专业课程改革将不断向更深层次推进，继续为我国农业机械现代化进程提供

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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