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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人因工程学科的自身特点及其与工业工程专业的关系，分析、总结了人因工程课

程教学内容的选择以及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人因工程课程的教学必须考虑工业工

程专业的需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以应用为目的，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合理采用启发式、

案例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以课件、网络、计算机等各种现代化手段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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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是工

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IE)专业教学计划

中一门必修的专业课。怎样理解人因工程的课程

性质，如何在人因工程课程教学中既按教学大纲

讲授规定的教学内容，同时又注重在教学方法上

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以适应工业工程专业的需

要，这是当前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对教学提出的

新要求。作者结合教学实践，就此谈些教学过程

中的一些体会。

1 人因工程与工业工程的关系

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简称IE)是

研究各类社会化组织有效运作的科学，是唯一一

门以系统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工程学科。工业工

程主要专业培养学生具备现代系统管理、工业工

程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知识、素质和能力；具有较高

的外语水平和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具备良好

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政

府职能部门，对人员、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构

成的系统进行规划、设计、评价和创新的高级复合

型人才。

人因工程，又称为工效学、人类工程学、人机

工程、工程心理学等，是IE的理论基础之一。科

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技术发展与人的因素

是不可分割的，研究工具和技术中人的因素就是

人因工程发展的起因。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人

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加深，人因工程学也越来越深

入地与技术融合在一起，同时也越来越深入地融

人人们的生活之中。人因工程学也广泛地应用到

各种日常用品(家用摄像机、浴盆、电视机的遥控

器等)之中。

人因工程学是基于对人和机器、技术的深入

研究，发现并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工作能力、作业

限制等特点，通过对于工具、机器、系统、任务和环

境进行合理设计，以提高生产率、安全性、舒适性

和有效性的一门工程技术学科。

2人因工程教学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重点上，人因工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

以及在工作和Et常生活中所用到的产品、设备、设

施、程序与环境之问的相互关系。人因工程学试

图改变人们所用的物品和所处的环境，从而更好

地满足人的工作能力和限制，适应人的需要。

在研究目标上，人因工程学有两个主要目标：

第一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如简化操作、增

加作业准确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第二是为了满

足人们的价值需要，如提高安全性、减少疲劳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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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舒适感、获得用户认可、增加工作的满意

度和改善生活质量等。

在研究方法上，人因工程的基本方法就是对

人的能力、限制、特点、行为和动机等相关信息进

行系统研究，并将之用于产品、操作程序及使用环

境的设计。它包括对人身和人对事物、环境等反

应的有关信息的科学研究。这些信息是进行设计

的基础。并且可用来分析当设计有所变化时可能

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门注重设计的科学，人因工程学还包

括对设计的评价等方面。

3人因工程课程教学中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作为工业工程专业重要的一门专业课，人因

工程课程目前在教学上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3．1 人因工程学的综合性与学生已有知识的局

限性之间的矛盾

从人因工程学的发展历史可知，它是一门综

合性较强的学科。人因工程不仅与系统工程、劳

动科学、心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涉及到工程

技术、医学、生理学、社会学、信息科学和管理学等

知识。因此，对缺少相关预备知识的学生来说，要

学好人因工程这一门课程有着一定的难度。作为

教师应学会如何将其他学科的知识揉和在人因工

程课程的教学中，以保证教学效果。

3．2教学学时与教学内容实施的矛盾

为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目前本科生

教学计划中实践环节不断加强，理论课程教学学

时大幅削减。如工程制图从原来的近200学时减

到现在的80学时。我校工业工程专业人因工程

课程只有56学时。在这有限的教学时段内，如何

将大容量的课程内容传输给学生，教学方法和教

学形式就有待创新。

3．3 实践环节与理论课程如何实现互补

实践环节是专业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

因工程学科本身实验性较强，实验课的学时要占

一定的比例。在制定教学大纲时，通常做法是据

学校现有实验设备条件及实验数据获取的难易度

来开设实验项目。这样往往使实验教学缺乏系统

性，与理论教学的互补性不强，教学效果不理想。

4教学改革尝试

人因工程虽是一门专业课，但又有别于一般

的专业课，它有着十分突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在人因工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积极开展教

学改革，力争提高教学质量。

4．1 整合课程内容，积极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目前人因工程的教材偏少，可选性不大。我

们采用的是西安交大孙林岩老师主编的<人因工

程》。该书共分11章。这么多的内容，凭有限的

课时是无法全部讲完的，这就需要教师精选内容

和例题，突出重点。例如本课程的前修课程《：基

础工业工程》中已阐述到方法研究和作业测定的

内容，故不作为本课程的重点教学内容。教材的

第2章、第5章和第8章中有与实验相关的内容，

列为重点章节讲解。而第10章和第ll章内容可

以由学生自己看书，通过自学解决，故在课堂只作

一般介绍。

由于学生对有些学科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如

医学、生理学、劳动科学等，需积极引导。安排他

们课前有针对性地翻阅一些资料，以便能消化和

吸收课上所传授的内容。例如在讲第2章“人体

生理特征”时，安排学生阅读有关《生理学>、<解

剖学》等方面的参考书，着重了解有关人的神经

系统、运动系统和呼吸系统方面的医学介绍。从而

加深对人的能量代谢、疲劳原理等内容的理解。

积极运用现代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是提高教

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精心制作了<人

因工程》教学课件。课件中充分应用各种图片、

动画。注重多媒体课件的互动性和自学功能。如

有关“能量供应的三个不同系统”内容的动画非

常形象、直观，学生很容易看懂。多媒体的应用，

既增大了课堂教学的密度，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4．2实验环节的合理设置

人因工程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教学环节

的重要地位已无庸置疑。人因工程可开设的实验

项目很多。务必要合理地设置。为了让学生能在

有限的学时内较系统地熟悉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

和技能，同时考虑到学校现有的办学条件，我们认

真制订了人因工程实验教学大纲。根据大纲要

求，共安排5个实验项目，分别是注意广度实验、

疲劳强度测定实验、环境照明与生产率关系测定、

反应时间测定试验和环境噪声测量实验。通过这

些实验，使学生能掌握有关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人

的认知能力和环境对作业的影响等内容，初步学

会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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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

我们设置一些开放性的实验，给部分偏爱钻研的

学生提供更多的动手机会。

4．3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

为了调动学生们学习本门课的学习兴趣，认

识到人因工程学科在生产实际中的重要作用，在

课堂上适当介绍一些案例，收到很好的效果。如

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的前苏

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等。通过案例分

析，使学生能更进一步体会到现代化的生产更需

要人因工程。学会如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握学

习人因工程的正确方向。

4．4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说人因工程无

所不在。为发挥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他们

的创新能力，在课程教学开始不久就专门布置一

项课外作业，要求每位同学根据对日常生活中的

某个物品或事件的细心观察，从人因工程的角度

提出改进方案，以“身边的人因工程”为主题写一

篇小论文。通过小论文的写作，锻炼了同学们观

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他们的写作

能力，为大四的毕业论文做了一次热身训练。同

学们的积极性比较高，有些人写出很不错的文章，

如“眼镜的人因工程设计”、“用人因工程的眼光

看大卖场的购物”、“旱冰鞋中的人因工程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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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以上就人因工程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并运用到了实

际的教学工作中，得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对人

因工程的教学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提

高人因工程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从工业工程专

业的需要考虑，不仅要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形

式等。同时也要重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

也要不断进取，拓宽专业范围，并应从事与专业相

关的科研实践工作，增强实践经验。这样既丰富

了案例教学，又保证了教学效果，使人因工程的教

学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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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of the Course of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MA Ru—-ho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eheng 22400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nection with speciality of In-

dustry Engineering．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the ahernative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88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

lems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methodology should be SO designed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learners．The general objective and the primary concem should b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capa-

bility of the learned major．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the author suggests aheuristic approach，case studies—

based and experiments—based activities，CAI means should be ut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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