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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依据“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

王凤娟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三门峡４７２０００）

摘　要：在依据“六步四结合”对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作者结合校内实训基地液压与气动实训室条件，

以项目为载体重构课程，由浅入深地将琐碎的流体、元件 及 系 统 相 关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掌 握 融 入 完 成 任 务 的 工 作 过 程

中，使重构后的课程内容更易让学生接受；规范了课 程 教 学 实 施 过 程，实 现 教 学 过 程 与 职 业 工 作 过 程 结 合；同 时 实

现考核评价与职业能力结合，尝试以考促学，并探索多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方式方法，促进了课程教学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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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是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在充分调查、研究近些年来高职课程教学改革的意

见、建议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院教师多年来在课程教学研究和实验中取得的初步成果，汲取先进高

职院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能力型课程教学模式及评价标准．所谓“六步”是指用以组织和实施课程教学

的六个要素，即课程定位、课程目标、内容模块、训练平台、教学过程、考核评价［１］１－８．“六步”简称需求、目标、
项目、平台、一体化、评价，体现了以课程目标为基础，课程内容为核心，课程实施为关键的课程设计逻辑序

列．所谓“四结合”即课程设置与岗位职业能力结合，教学过程与职业工作过程结合，教学内容与职业工作任

务结合，考核评价与职业能力养成结合．“四结合”是对“六步”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是保证“六步”顺利实

现的关键和着力点．
依据“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对《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进行教学设计的研究与实施，结合校内实训

基地液压与气动实训区条件，以项目为载体重构课程，突出培养职业能力，实现课程的主要内容转化为工作

过程知识；规范课程教学实施过程，实现教学过程与职业工作过程结合；实现考核评价与职业能力结合，加大

考核所占的学时数，尝试以三分之一的时间以考促学，形成考核环节方案；在依据“六步四结合”对课程进行

开发和实施的过程中探索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方式方法，促进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２］８９－９３．

１　课程设置与岗位职业能力结合：实现课程定位，明确课程目标

《液压与气动技术》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技能课程．《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作用是：针对

职业岗位中典型工作任务，培养学生对机电设备中液压与气动系统认知与分析的职业能力．本课程承担毕业

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从初始低层次的机电设备安装工向更高层次的机电设备调试、故障诊断与维修等岗位

迁移的重任．
１．１　课程在就业岗位上的作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从业岗位主要还是在产品制造一线．目前毕业生的初始就业岗位仍以机

床操作、电气系统组装、机电设备安装为主，但在从业２～３年后，大多数毕业生将从设备操作工、安装工层次

向车间技术管理层次的机电设备调试、维护等岗位迁移．现在的机电设备多综合应用了机械、电气和液压与

气动技术，因此在对机电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维护中，掌握一定的液压与气动技术的相关知识，具备液压与

气动系统认知和分析能力是正常工作所必需的．
１．２　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从课程体系上，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职业技能课程，课程所形成的“液压与气动系统认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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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作能力，是进行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维护工作的基础，并在后续涉及《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调试》
《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等若干课程中持续贯穿运用与提高．
１．３　以职业能力和素质需求为依据，确定课程目标

１．３．１　课程的工作核心内涵

通过对元件和系统原理图的认知与分析，利用实训设备进行元件与系统实物的拆装和组建．具体目标为

能运用液压与气动相关知识分析液压与气动系统原理图，具备组建简单液压与气动系统的能力，并具有初级

的系统检修能力．
１．３．２　核心要素

元件工作特征及元件图形符号、基本回路功能实现、系统功能实现．
元件工作特征及元件图形符号：入门能力要求→本课程必须达成的工作目标为及格标准，在相关岗位上

能够识读并组建机电设备中的简单液压与气动系统．
基本回路功能实现：综合能力→课程良好的标准要求，在相关岗位上能够识读并组建机电设备中的多回

路液压与气动系统．
系统功能实现：提高能力→课程优秀的标准要求，在相关岗位上能够识读并组建机电设备中具有专用功

能的液压与气动系统．

２　教学内容与职业工作任务结合：利用实训条件搭建训练平台，构建内容模块

根据课程目标设计能力及素质训练项目及素材，以专业的液压与气动实训基地为平台，以真实的职业活

动任务为素材，以能力及素质训练项目任务为载体来实施教学［３］５－１１．课程对应的职业岗位所需的课程相关

能力为运用液压与气动相关知识分析液压与气动系统原理图，具备组建简单液压与气动系统的能力，并具有

初级的系统检修能力．而校内液压与气动实训区拥有１０个拆装台及各类供拆装的液压与气动元件，拥有１０
个创新液压实训台（含执行部分的实物模型）可以实现基本回路及多回路系统的组建，拥有１０个气动实训箱

及空压机可以实现气动基本回路及多回路系统的组建，另有十台相配的计算机．在项目的确定过程中，课程

遵循在保证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相结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实训室条件．具体教学模块及对应的能力

训练项目见表１．

３　教学过程与职业工作过程结合：体现教学过程与能力形成过程的一致性

课程根据学生能力及素质形成和认知规律指导学生进行能力及素质训练，在能力及素质训练的过程中

认知和积累知识．以真实的、有实训设备支撑的项目为载体来展开教学，将流体知识、元件知识融入项目中，
使学生在进行系统组建的过程中掌握琐碎的流体和元件知识并具备相应的技能．在教学的组织和实施上选

取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训练方式、手段及步骤，且每个任务均有可展示的结果来呈现，增强了可控性，
全方位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４　考核评价与职业能力养成结合：体现教学过程与评价的一致性

课程考核评价以学生职业能力为标准，将完成教学项目的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以学生在日

常学习过程中项目完成情况的形成性考核为主．将考核的过程转变为学习的过程．课程总学时为６０，用于常

规教学的为５０学时，另有课内１０学时为终结考核时间．课程考核中过程考核和终结考核比重分别为６０％和

４０％，初期均按照百分制来计算．课程考核突出过程考核，在常规教学环节中，每个教学项目结束后均会形成

一个分数，以此来督促学生课下多练习，将课内训练变为考核过程，且过程考核的最终分数需６０分以上才能

参加终结考核．在终结考核时采取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形式．其中理论考核组织２次，实操考核组织３次，首

次考试不通过或对第１次考核分数不满意的学生可以再参加第２次或第３次的考核．理论考核以常规笔答

试卷来考核必备的元件及系统基础知识．实操考核以项目为载体，以完成具体的任务为目标进行考核，考核

项目以教学项目为基础，进行再次拓展，建立丰富的考核项目库，在考核前将所有考核项目进行公布，学生考

核时随机抽取考核项目［４］７４－７９．为了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并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程组在教学过程

及考核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具体采取以下做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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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教学模块及对应的能力训练项目

序

号

模块

名称

对应的能力

训练项目
任务

学

时
知识点

１
元 件 的

认知

项目１　液压元件的认知 １．１液压元件的认知 ２

项目２　气动元件的认知 ２．１气动元件的认知 ２

液压与气动元件的常用类型，液压

与气动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２

基 本 回

路 系 统

的 分 析

与组建

项 目３　磨 床 工 作 台 系 统

的分析与组建

项 目４　车 库 提 升 及 放 车

系统的分析与组建

项目５　钻床 定 位、夹 紧 系

统的分析与组建

项 目６　自 动 生 产 线 两 次

推送系统的分析与组建

项 目７　钻 床 快 进 工 进 系

统的分析与组建

３．１磨床工作台液 压 系 统 的 分 析 与 组

建
３

３．２用气动系统来 实 现 磨 床 工 作 台 的

基本功能
２

３．３相 关 液 压 与 气 动 元 件 结 构、工 作

特征及图形符号的学习
３

４．１车库提升及放 车 液 压 系 统 的 分 析

与组建
３

４．２用气动系统来实现车库提升 及 放

车的基本功能
２

４．３相 关 液 压 与 气 动 元 件 结 构、工 作

特征及图形符号的学习
２

５．１钻 床 定 位、夹 紧 液 压 系 统 的 分 析

与组建
３

５．２用气 动 系 统 来 实 现 钻 床 定 位、夹

紧的基本功能
２

５．３相 关 液 压 与 气 动 元 件 结 构、工 作

特征及图形符号的学习
４

６．１自动生产线两 次 推 送 液 压 系 统 的

分析与组建
２

６．２用气动系统来 实 现 自 动 生 产 线 两

次推送功能
２

６．３相 关 液 压 与 气 动 元 件 结 构、工 作

特征及图形符号的学习
３

７．１钻床快进工进 液 压 系 统 的 分 析 与

组建
２

７．２用气动系统来 实 现 钻 床 快 进 工 进

功能
２

７．３相 关 液 压 与 气 动 元 件 结 构、工 作

特征及图形符号的学习
３

１．液压与气动系统的组成．

２．液压泵及空压 机 的 结 构 特 点、图

形符号及工作特征．

３．泵泄露原因及其减小措施．

４．液压油的常见特性．

１．各类元件的简单功能及应用．

２．绘制系统原理图．

３．液压与气动系统的核心参数压力、

流量、负载及运动速度之间的关系．

４．方向控 制 回 路 的 功 能．能 区 分 各

类方向控制元件的图形符号、结构

特征及特点．

１．压力控制回路的功能及应用．

２．各类压力控 制 元 件 的 图 形 符 号、

结构特征及特点．

１．简单 速 度 控 制 回 路 和 多 缸 顺 序

动作回路的功能及应用．

２．各类速度控 制 元 件 的 图 形 符 号、

结构特征及特点．

３．各类辅助元件 的 图 形 符 号、结 构

特征及特点．

１．快慢速控制回路的功能及应用．

２．各类执行元件 的 图 形 符 号、结 构

特征及特点．

３

多 回 路

系 统 的

分 析 与

组建

项 目８　组 合 机 床 动 力 滑

台液压系统的组建与调试

组合机 床 动 力 滑 台 液 压 系 统 的 组 建

与调试
４

压力控制 回 路、方 向 控 制 回 路、快

速运动回路、快慢速切换回路等的

综合应用．

项 目９　压 力 机 液 压 系 统

的组建与调试
压力机液压系统的组建与调试 ４

多级压力 控 制 回 路、降 压 回 路、背

压回路、顺序控制回路等的综合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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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液压技术职业能力训练过程设计（部分）

职 业 能 力 训 练 项 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任务

名称

拟实现的

能力目标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

训练方式、手段及步骤

结果

（可展示）

１
液 压 元

件 的 认

知

液 压 元

件 的 认

知

１．能分 析 液 压 元 件 的 通 用

结构特点．
２．能理 解 液 压 元 件 的 分 类

标准．
３．能对 液 压 技 术 的 特 点 及

应用进行分析．

１．按每组４～５人的方式进行．
２．教师在 实 训 室 以 现 有 液 压 元 件 为 基

础来组织学生进行元件认知．
３．学生对 照 液 压 元 件 的 铭 牌 对 现 有 液

压元件进行归类，同时了解其作用．

液 压 技 术 报 告（包

含 内 容：液 压 元 件

的 常 用 类 型，液 压

技术的 发 展 历 程 及

其特点．）

２

磨 床 工

作 台 系

统 的 分

析 与 组

建

车 库 提

升 及 放

车 系 统

的 分 析

与组建

磨 床 工

作 台 液

压 系 统

的 分 析

与组建

１．能对 液 压 系 统 的 组 成 有

进一步的了解．
２．能结 合 图 形 符 号 熟 悉 相

关元件的功能及作用原理．

１．多媒体课件演示、教师通过虚拟软件

来实现磨床工作台系统的工作过程．
２．学生根 据 各 元 件 在 系 统 中 的 作 用 初

步了解所涉及元件的功能．
３．学生对现有的原理图进行抄绘．
４．学生根据原理 图 中 的 元 件 进 行 系 统

的组建调试．
５．教师对学生绘 制 原 理 图 及 组 建 系 统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磨床工 作 台 液 压 系

统 原 理 图，组 建 并

调试运 行 的 液 压 系

统

相 关 液

压 元 件

结 构、工

作 特 征

及 图 形

符 号 的

学习

１．经过 拆 装 能 熟 悉 各 类 泵

的结构特征．
２．能 区 分 齿 轮 泵、叶 片 泵、
柱塞 泵、螺 旋 泵 的 工 作 特

征．
３．能对 泵 泄 露 原 因 及 其 减

小措施进行分析．
４．能了 解 液 压 油 的 常 见 特

性．

１．各小组 抽 取 不 同 结 构 的 液 压 泵 进 行

拆装，并 做 好 图 片 和 文 字 记 录 为 汇 报

做准备．
２．各小组整理现有的资料，对所拆装泵

的结构、工作 过 程、特 点 及 图 形 符 号 进

行解说．
３．教师对 拆 装 及 汇 报 过 程 出 现 的 问 题

进行指导．
４．将尚没 有 涉 及 又 需 要 大 家 了 解 的 知

识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大家思考并掌握．
（如液压泵的 泄 露 量、方 向 及 容 积 效 率

的问题？液压油对系统的影响？）

元 件 拆 装 小 结（含

拆装过 程 的 图 片 及

文字记录）

车 库 提

升 及 放

车 液 压

系 统 的

分 析 与

组建

１．能根 据 系 统 的 要 求 初 步

自行确定所需的元件类型．
２．能根 据 所 选 的 元 件 绘 制

出系统原理图．
３．能初 步 理 解 系 统 的 核 心

参数压 力、流 量、负 载 及 运

动速度之间的关系．
４．能理 解 方 向 控 制 回 路 的

功能．

１．教师描 述 车 库 提 升 及 放 车 系 统 的 基

本要求．
２．学生根 据 系 统 的 要 求 初 步 自 行 确 定

所需的 元 件 类 型，绘 制 出 系 统 原 理 图

并进行系统的组建调试．
３．教师引 导 大 家 思 考 什 么 样 的 压 力 能

克服什么样的 负 载？什 么 样 的 速 度 需

要什么样的流 量？将 相 关 知 识 融 入 项

目．

车库提 升 及 放 车 液

压 系 统 原 理 图，组

建并调 试 运 动 的 液

压系统

３

组 合 机

床 动 力

滑 台 液

压 系 统

的 组 建

与调试

组 合 机

床 动 力

滑 台 液

压 系 统

的 组 建

与调试

１．能根 据 较 复 杂 多 功 能 液

压系统的 要 求 确 定 回 路 及

液压元件 并 进 行 原 理 图 的

绘制．
２．能在 实 训 台 上 组 建 较 复

杂多功能液压系统．
３．能理 解 并 综 合 应 用 压 力

控制回 路、方 向 控 制 回 路、
快速 运 动 回 路、快 慢 速 切

换回路等．

１．教师描 述 组 合 机 床 动 力 滑 台 液 压 系

统的基本要求．
２．学生根 据 系 统 的 要 求 初 步 自 行 确 定

所用回路及所需的元件类型．
３．学生根 据 所 选 的 元 件 绘 制 出 系 统 原

理图．
４．学生进行系统的组建调试．
５．教师对各环节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将尚没有涉及 又 需 要 大 家 了 解 的 知 识

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大家思考并掌握．

组合机 床 动 力 滑 台

液 压 系 统 原 理 图，
组建并 调 试 运 动 的

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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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王凤娟：《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依据“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

　　第一，课程内容安排要紧，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考核上，将终结性考核的时间拉长，以期达到以考促学．
实现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考核状态，学习的过程即为考核的过程．

第二，从每班兴趣浓，积极性高，动手能力强，整体水平较好的学生中组建兴趣小组，液压与气动实训室

平时采取开放管理，学生可以随时去练习，由兴趣小组成员进行自主练习，同时安排课程组教师进行辅导答

疑，共同管理实训室．
第三，考核没有通过的学生参加补考前需要写出考核失误原因，及所抽取项目如何能顺利通过的反思．

同时，再次参加考核前，要自己选取至少两个项目在实训室开放时间进行自主练习，并由兴趣小组至少两名

成员的签字推荐方可再次参加考核．

５　结语

在依据“六步四结合”对课程进行开发和实施的过程中作者结合校内实训基地液压与气动实训室条件，
以项目为载体重构课程，突出培养职业能力，由浅入深地将琐碎的流体、元件及系统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融入完成任务的工作过程中，使重构后的课程内容更易让学生接受；规范了课程教学实施过程，实现教学过

程与职业工作过程结合，采取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训练方式、手段及步骤；同时实现考核评价与职业

能力结合，加大考核所占的学时数，尝试以１／３的时间以考促学，促进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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