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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农业机械的发展刻不容缓。《农业机械学》课程是农业机械化及

其自动化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在农业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

但当前本科生学习该课程存在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参差不齐等问题。本研究聚焦于《农业机械学》教

学改进，通过分析职业发展需求、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差异，探讨影响学习态度与兴趣的因素，提出明

确学习目标与价值、建立学习效果的反馈机制等改善学习态度的策略。采用多样化教学、实践教学环节

提高学习兴趣，完善课程考核体系、进行个性化指导以保证学习效果。旨在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

农业机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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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three rural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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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ry can not be delayed.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cs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and its related 
majors, which occupies a key position in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al-
ents. However,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of the course has the problems of low 
motivation and uneven learning effec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of Agricul-
tural Mechanics, knowledge reserves and learning ability,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learning 
attitude and interest,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learning attitude by clarifying the learn-
ing goals and values, and establishing a feedback mechanism for learning effects. Diversified teach-
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re adopted to improve learning interest, and the course assessment sys-
tem and personalized guidance are improved to ensure the learning effect. It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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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农业机械学》课程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家安全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农业保的是生命

安全、生存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为使农业快速发展，出

台一系列农业机械支持政策。农业机械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是使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

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农业农村生产

劳动力严重不足，严重制约农业农村发展，而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促使农业稳定发展，增加农民创收的有

效手段。据估算，一台大型联合收获机收获玉米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过去几十个人的日工作量，大大

降低了农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刻不容缓。 
《农业机械学》作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在农业

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1]。本课程可以夯实未来从事农业工程相关领域工作的大学生的专

业基础，开阔缺少实践经验的大学生的眼界，提高他们投入到农业中的热情，使他们愿意投入农业工程

相关的工作；提供理论素材，为我国农业机械装备及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2. 教学过程存在问题 

当前，本科生在学习《农业机械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学习

效果参差不齐等问题。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学习态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确保学习效果，成为高校

教师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 理论基础 

2.1. 学习动机理论 

学习动机理论探讨的是可以驱使产生学习行为的心理机制，理论类型众多。比如亚伯拉罕·马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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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其认为人的需求被从高到低分为自我实现、审美、认知、尊重、归属与爱、

安全和生理[2]。而对于学生来说，只有基本需求被满足，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学习目标。再比如阿尔伯

特·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学生对自身能力是否能完成某一工作的新年，会直接影响到学习动机

以及行为。学生认为自己有掌握好《农业机械学》这门课程的能力时，会更积极地去学习课程。 

2.2. 学习兴趣理论 

学习兴趣理论主要关注兴趣对学习的影响机制。兴趣分为稳定的个人倾向性兴趣以及依照环境而引

发的情境兴趣。兴趣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包含四阶段模型：出发的情境兴趣、维持的情境兴趣、萌芽的个

人兴趣、成熟的个人兴趣，而个体从情景兴趣发展为个人兴趣，受经历以及教学环境等影响。在《农业

机械学》教学中，增设有趣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学生个人兴趣的形成，对于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起到

重要作用[3]。 

3. 本科生学习需求分析 

3.1. 职业发展需求 

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对未来职业的规划，分析不同职业方向(如农业机械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推广、科研与教学人员等)对《农业机械学》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明确学生学习的内在驱

动力，以便在后期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职业目标以及职业兴趣，对教学内容以及形式进行优化，

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对于农业机械研发岗位，需要掌握各种农业机械的构造、原理和设计方

法等知识，学会如何进行工作部件的可行性分析，才能在毕业后从事农业机械产品的设计、改进工作；

对于农业机械的销售工作，学生可以利用所学知识，准确地为客户介绍农业机械的性能、操作方法以及

注意事项，更好地体现所销售机械的优点以及核心竞争力；对于农业机械方面的科研与教学人员，自身

理论知识过硬，才能进行下一步创新研究，才能为行业培养后续人才。 

3.2. 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差异 

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入剖析探讨本科生在入学时的各项差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特别是

对于知识基础以及学习能力的差异性。 
本科生在刚入学时，对于基础知识的储备参差不齐。比如机械方面，很多学生在高中阶段或者是课

外活动时就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学习，对于各种机械的结构与功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而很多没有接触机

会的学生就了解甚少。在农业知识方面，农村长大的孩子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对于此知识的掌握程度

普遍高于城区长大的孩子。 
此外，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也是不同的。有的学生自主学习、实践动手等能力较强。在以往的学习

与生活中，他们积极参与各项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可以为后续的学习提

供基础。但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就较弱，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授予的知识，不能独立思考，他们后续的学

习就较困难。因此，深入剖析学生关于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的差异，可以给后续选择教学方法提供依据。 

4. 影响学习态度与兴趣的因素分析 

4.1. 课程特点 

《农业机械学》课程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在农

业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本课程以农作物生产工艺为主线，对耕地、整地、播种、施肥、

中耕、植保、收获以及收后干燥等环节的典型机械及装备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玉米收获机械及部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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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作物收获机械、谷物清选机械及干燥机械等常见的机械进行详细介绍(包括机具类型、机具以及部件构

造、工作原理等)；《农业机械学》课程内容还包括很多农作物物料特性、运动学分析等方面的内容，融

合了多领域知识，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农业机械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不仅有

课堂理论的学习，还有试验室实践部分。课程中的部分理论部分，如果不结合实践去加深理解，就会晦

涩难懂，比如复杂的力学分析，学生仅仅依靠课堂上的理论理解很难完全吃透。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太

多难题，难以掌握知识的挫败感会致使他们慢慢丧失对这门课的学习兴趣，从而降低他们对于此科目学

习的积极性，致使此科目的教学工作难以进行。 

4.2. 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农业机械学》课程的教学历程中，传统的课堂教学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在传统模式下，学生坐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老师进行的填鸭式的理论教育，会使学生

丧失在课堂上主动思考的能力[4]。该课程涉及大量机械的空间结构、动态运行过程等内容，老师口头教

学太过于单纯，学生很难在脑海中构建出具体的图像结构。因此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会只停留在浅显的表

面，难以继续深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教学引入了很多多媒体手段。图片、动画可以更生动地展现知识。例如，

利用动画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出作物的收获全过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机械的工作原理和内部结构。二

维、三维软件的使用，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机械结构。在这些现代教学手段的辅助下，可以极大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探索知识。 

4.3. 外部环境因素 

研究社会对农业机械行业的认知度、就业市场的需求和竞争状况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学生对该课程

的学习态度。 
社会对农业机械的认知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于《农业机械学》的学习态度。在当今社会，虽

然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牵动国人的心，但很多人对于农业机械的认知仍停留在简单的种地农

用工具层面，不了解农业机械具有很多高科技含量，并不比汽车行业低级。也有很多人认为农业机械没

有什么发展前途，看不到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这种浅显的认知，就会使学生认为该行业发展受到制约，

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得他们在选择这门课程时有很大顾虑。 
就业市场的需求也是影响学习态度和兴趣的关键因素。如果就业市场对于农业机械有关岗位人力资

源需求旺盛，而且这些岗位待遇优越并有发展前途，学生就会认识到学好《农业机械学》就会提升就业

概率，就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相反，如果就业市场对于农业机械有关岗位人力资源需求薄弱，学

生就会产生此门课程对于以后的就业帮助不大的思想，降低此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5. 改善学习态度的策略 

5.1. 明确学习目标与价值 

在课程教学初期，通过行业案例、专家讲座、试验室参观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农业机械学》知

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让学生明了此门课程对个人职业发展具备积极影响，从而让学生对此门课程

产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得以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5.2. 建立学习效果的反馈机制 

及时对学生的作业、考试、实践项目等方面进行评价反馈，及时肯定学生的努力和进步，增强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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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成就感和自信心；同时，指出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此问题提供改进的建议，帮助学生顺利学

习。 

6. 提高学习兴趣的方法 

6.1. 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应用 

1) 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农业机械相关的实际项目，让学生分组完成，从项目策划、设计到实施，全

程参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提高学习兴趣[5]。 
2) 案例教学：引入大量实际的农业机械应用案例，包括成功案例和故障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分析和

讨论，加深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6.2. 实践教学环节的优化 

1) 试验室实践：完善试验室设备和条件，开设具有针对性的试验项目，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农业机

械，进行组装、调试和故障排除、制定一系列课后实践活动，将学生完成的作业带到农作中，在试验田

内感受自己发明带来的成果，或大大提高农作效率或与理想偏差较大，不论结果如何，对于学生的启发

与引导都会有较好的引导； 
2) 企业实习与实践基地参观：与农业机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参与实际生产

和研发过程。组织学生参观农业机械化示范基地，让学生直观感受农业机械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同步

会将现代农业生产中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拆解开抛到各小组中，让学生们在解密中获得成就感[6]； 
3) 定期组织小组之间的竞赛，各组劳动成果的碰撞中能够有效地激发比、学、赶、帮、超的优良传

统，进而在知识与理论的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 
各项活动均会在定期举办的交流会中沟通每个突破点，力求精益求精，在多元化思想中碰撞后推陈

出新，使理论真正落到实处。 

7. 保证学习效果的措施 

7.1. 课程考核体系的完善 

《农业机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构建有效地多元化考核体系。综合评估学生的平时表现(考勤、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实践能力和期末考试成绩，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体现出学

生创新、动手操作能力的强弱，更直观地反应学生对于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 
平时成绩通过记录出勤情况、布置作业、观察课堂表现、开展小组项目等方式进行评价；实践成绩

依据试验报告质量、操作技能、试验结果以及结果分析与优化程度等进行评分；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

涵盖多种题型。最后将各项成绩按权重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成绩，再导入网络教育系统。这种考核体系

全面、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符合教育评价理论中的全面评价原则。 

7.2. 个性化学习指导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学习建议，帮助他们克服学习障

碍。同时对于暂时落后的学生，组成结对子的学习方式，一方面能够很好带领暂时落后的学生尽快跟上

学习进度，另一方面对于优等生的发散思维有很好的引发，在结对子教学中经常有学生能发现新的观点，

进而推出新的成果，收获颇丰；对于学习优秀的学生，提供拓展性的学习资源和研究项目，满足他们的

学习需求，亦或是组织“巅峰竞赛”充分满足勇攀高峰精神的思维碰撞，往往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引

发出较多优秀的试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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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学实践与效果评估 

8.1. 教学实践过程 

1) 每节课程开始前，会对于小组中每一名伙伴的知识储备量进行摸底，完成摸底后按照“等战力”

原则，将学生分组，内投出各自的组长，各组内再由队长进行结对子分小组； 
2) 完成课程学习后，在对各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给予各组一定时间的调整期，调整期内可对于暂

时落后小组进行辅导，各组再对于组内相对暂时落后的伙伴进行知识的覆盖； 
3) 由各组综合投出最难懂的知识疑点，进行集体交流，在老师监管下由明确小组对不明确小组进行

讲解，及时进行辅导纠偏； 
4) 确保各组基础知识夯实后，设置小组课题，大课题按照小组分解为多个要点，每个小组各领取相

关任务进行组内探究，最后共同推进； 
5) 全组且拼凑通过的总课题进到试验田中落地测试，在操作与观摩中发现各环节的问题以及优秀的

经验，进行梳理沟通，再由相对应小组优化； 
6) 优化完成后全体小组分开试验进行竞赛。 

8.2. 效果评估方法与结果 

该方法对于知识储备参差不齐的学生有较好的普适性，如下所示： 
1) 对于学习能力较强，逻辑思维较强的伙伴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带领团队前进的过程中能够有效

地提供情绪价值，进而更深层次地挖掘其潜力； 
2) 对于暂时落后的伙伴能有效地使其在团队中得到多方帮扶，单一讲学风格对其来说晦涩难懂，但

在同龄人的沟通启发中或许能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进而跟上学习步伐； 
3) 对于“茶壶煮饺子”类的学生，在小组成果展示中，能有效地锻炼其思维表达能力，能更好地将

心中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大大提升了表达能力，对于全面发展更有帮助； 
4) 对于试图浑水摸鱼型的学生来说，分组再结合结对子，责任划分到集体中，学习不再是仅仅为了

自己，学生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督促，保证每个人不掉队，共同进步； 
5) “如鱼得水行型”的伙伴在轻松完成小组作业的同时，给予一些难度更高的知识点课题，尤其在

带领团队完成现有目标额同时进一步“触高”。 

9. 结语及展望 

9.1. 结语 

本研究围绕本科生《农业机械学》学习状况展开，深入剖析现存问题、影响因素，探索并实践一系

列改进方案。研究发现，通过分析学生学习需求、针对性调整教学策略，如明确学习目标、多样化教学

方法、优化实践教学、完善考核体系与个性化指导等，能有效改善学生学习态度、提升学习兴趣与学习

效果，对不同类型学生均有积极促进作用。 

9.2. 展望 

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学》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优化： 
1) 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 
随着互联网知识网络的构建，信息不再闭塞，在学校提供的便捷的信息平台前提下，借助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法，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供学生们使用[7]；将课堂时间更多的交给学生们，让他们有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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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去讨论实践，提升效率与兴趣；现如今 AR/MR 技术的发展，让学生们能够更直观的去体验复杂的结构

剖析，提升兴趣，感受更深。 
2) 完善课程体系 
通过与相关课程的综合学习，增加计算机类、电子工程的课程，拓宽学生们的多维化学习能力；提

高试验、实践、讨论的课程占比，让问题真实地展露在学生面前，让知识不再仅限于纸上，让动手带动

动脑，提升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组织学科老师多参加学术会议、研讨活动等，集百家之长，提升自我素养；对于优秀的老师不吝惜

奖励，建立优秀教师评选制度进行表彰，胜者更胜，投入到人才的培养中。 
4) 强化评价反馈系统 
对于学生的评价不局限于笔试成绩，综合平常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对于学生及教师的反馈意见及

时收集，及时作出调整。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农业机械学》的教学效果，还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备

扎实理论基础与较强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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