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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汽车空调性能检测》 
王  维  罗月婷 

（江苏省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本文通过笔者自身的教学经历，从前期制作、课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复习几个方面展现“微课”视频在授课过程中
的作用与便利，并详细阐述了授课过程、学生的接受情况。虽然还存在一些小问题，但最终得到的回报是远高于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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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生的时间大多被互联网占用，且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感到厌

倦甚至会有排斥情绪，以至于课堂的知识点难以掌握，特别是对于技工
院校的学生，自控能力本身就相对薄弱，不太能够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
间，大多只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作为新时代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师，针
对于这种现状，教学方法必须要有所改变。 

“微课”其实早已不是新鲜辞藻，很多院校都在推崇微课，甚至很
多技能比赛的项目里就有微课设计这一环节，这也使得我们专业教师不
仅能拿着粉笔上课，还要能拿着扳手干活，更要精通视频编排与制作等，
不禁感慨：想当新时代的“优秀教师”真难！ 

虽说对于教师来说这确实是一大挑战，但这也是时代的需要，也是
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教学质量所必须的。下面我将用我运用微课放入课
堂中的例子作为分享： 

一、前期制作 
本节课的内容是《汽车空调性能检测》，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结构与原理，并学会在实车上操控空调控制面板。
我将性能检测完整的步骤用手机录制下来，并用视频制作软件编排，标
注上每个步骤的注意事项，其中涉及到学生从没使用过的空调压力表组
和温度与湿度检测仪，这两个工具的使用方法也在微课视频中有详细的
讲解。 

二、课前预习 
在上节课结束后，我就将微课发至班级群内，并提醒学生课后预习，

让学生对下节课的内容有先入为主的感觉，也是让学生能够多一遍的学
习，能够尽早的熟练掌握。大部分学生看到有视频预习都有种好奇感，
“终于可以不用看文字来学习了”可能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声吧。好学
的学生可能会将视频看上好几遍来记住一些步骤，或弄懂没看懂的地
方，当然也有极少数一遍都没看的。 

三、课堂教学 
正课开始，首先询问预习的情况：有没有不懂或者不理解的地方。

学生的理解能力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些知识点一部分学生一看就懂，
而有另一部分就不一定能理解。当一部分学生提出疑问时，让另一部分
掌握了的学生来回答或者解析，这样可以更多的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在学生解析时会有其他学生产生质疑或仍未听懂，这样，解析的学
生也能发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真正起到了自主学习的作用，课堂也由
他们作为主角，直到实在不能解决问题时，我再介入答疑。当然，班级
内也会有滥竽充数的学生在内，根本没有预习本节课的内容，我会在答

完疑后随机点名提问，都是些简单的问题，只要看过微课都会知道的，
如果回答不上来就说明没有好好预习，接下来就是惩罚机制了。 

然后就是播放对照微课视频，将重点与安全注意点着重讲解，道明
原由。再发放工作单页，将学生分成小组，并明确好各自的分工，在各
个工位上对照工作单页用实车练习，并将检测数据采集在工作单页上。 

完成检测的小组可以回到座位上，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初步判定
故障可能的原因进行讨论，直到所有小组都检测完毕。以小组为单位各
派一名代表展示测得的数据，并介绍自己小组讨论出的结果，并说明判
定的依据（每辆车的故障点都不一样），这时其他小组可以提出不同的
意见，或再次提问。在各小组经过一番“争斗”后，由我来给出最终答
案。这样，一堂课下来，虽然每个小组只测得了一组数据，且只直接接
触到一个故障点，但通过小组轮流展示、提问、判断、解答，其实所有
人把所有的故障都学了一遍，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整堂课中，我只扮演了“旁白”，在学生遇到过不了的“槛”时，
帮他们“跨”过去而已，整个检测步骤微课里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在课
堂上几乎没有浪费过多的时间去着重讲解，把更多的时间节约下来，让
学生自主动手实操练习，并用大量时间讨论、分析故障原理。让他们自
己探索出结果使得记忆深刻，不易遗忘，同时也是在锻炼他们独立分析、
思考排故的能力，为之后的技能考试打好基础。 

四、课后复习 
课程结束后又是新的课程，知识的积累难免会有遗忘，特别是实操

的课程，步骤繁多，有了微课视频可以很方便、直观的还原课程中的每
个细节，并且有条有理，不容易产生误解，快速的找回知识点和注意点。 

在整个授课过程中：预习、正课、复习都运用到了微课视频，使用
率高，且大大减少了教师的授课压力，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与主观能动
性。虽然前期制作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确实很大，但收到的效果远大于
付出。 

当然，此次课程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课前布置预习，不能及时
掌控学生的预习情况，有学生根本没有看过视频；虽然微课时长不是很
长，只有七分多钟，但是其中知识点过于密集，学生很难自主消化，且
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甚至排斥；微课中都是枯燥的操作步骤和设备讲
解，缺少一些动画特效或动态背景来吸引学生的眼球，不能充分调动积
极性等。 

虽然还存在一些瑕疵，但得到的回报远高于预期，既然发现了问题，
就说明还有上升空间，在今后的编排中会更加精益求精，提升教学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