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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汽车发动机械系统维修课堂的教学改革策略探究
刘劲红

（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阿勒泰 836100）

摘要：随着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市场对于汽车发动机系统

维修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也对中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维

修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将学生的实

际以及发展需求当做专业教学的切入点，并依据市场形式，革新

自身的教学观念与方法，促使学生的发动机维修技能得到良好地

培养，进而为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岗位工作和取得更高层次的

发展奠基。本文就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维修课堂的教学改革做了

分析，以期能够为广大中职汽修教师提供一些新的教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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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汽车的核心部位就是发动机。发动机若出现故障，

势必会影响汽车系统的整体运作。因此，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维

修教学在中职汽修教育中有着突出的地位。然而，在以往教学中，

过度重视理论新知的传授，忽视学生发动机机械系统维修实践技

能的培养，极大程度地消减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阻碍了专

业教学有效性地提高。对此，专业教师应当秉行生本观念，不断

延伸和探索实效性策略，推动课程教学的改革，促使学生的专业

素养得到有序化培养。

一、转变教学观念

对于中职教育而言，其有着极强的实践性特征，是以学生就

业为导向的教育活动。因此，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将学生看

做为主体者，重视任务教学法在专业教学中的渗透与运用，促使

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充分良好地锻炼。

同时，专业教师也应当依据企业岗位的真实所需来进行专业

授课，并对教学目标进行科学化的规整，增强专业教学目标与岗

位工作需求间的关联性，切实增强专业教学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除此之外，教师应当积极牵线社会修理厂、4S 店等，对其展

开相应的行业与岗位调研，精准把握岗位工作流程，并以此为基

点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化地调整，促使专业教学与岗位工作能够

形成有效衔接，切实提高教学的适应性。

最后，教师还应积极寻求学生顶岗契机，并联合企业专业人员，

一同制定相应的企业教育计划，促使学生能够对岗位素养、岗位

职责形成深刻认知。

而且，专业教师还可与企业人员一同进行专业考评，为学生

指引学习与发展方向，从而促使其工作能力以及职业素养得到有

序化培养，助推专业人才培养效果的提升。

二、优化教学目标

科学的教学目标不但能推动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同时也能促

使学生的专业素养以及综合能力得到充分的培养。对此，专业教

师应当对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维修的教学目标加以优化，做好课

程设计工作，让学生能够更加便捷和深刻地掌握到相关维修原理、

操作步骤以及维修流程。

首先，教师应当依据社会企业的具体岗位要求，教授学生相

关工具和检测设备的使用方法，通过科学化的示范与指引让学生

能够对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形成全面性的认知，推动学生良好的

故障分析能力，逐步深化其维修方法认知。

其次，专业教师也要重视汽车发动机构造、工作原理、指标

性能、零件型号、燃料机供应系统、冷却系统、发动机与其他部

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知识的传授，促使学生能够对汽车发动机特

性机故障类型形成全面认知，从而让他们的维修技能得到有效扩

充，切实提高他们的汽车发动机专业维修能力。

三、丰富教学方法

若想实现学生维修能力的提升，单纯依靠填充式或说教式的

教学方法是不行的，专业教师还需对自身的教学手段与模式加以

革新，引入多种实效性的教学方式，从而在丰富教学内涵的同时，

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致，促使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自主性得到充分

调动。

（一）信息技术辅助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极富时代性与先进性特征的教辅工具，

深受职业教师重用。对此，专业教师在教学时也要加强信息技

术的教学渗透，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优势和作用，以图片、音频、

影像等方式，将抽象性的维修理论加以具象化展现，从而深化

学生的学习体验，刺激他们的感官，降低其学习难度，让课堂

更具趣味性与实效性特征。同时，教师可依据网络技术之便，

构建信息化汽修教育平台，上传精良的微课视频指引学生进行

观摩与再学习，并对他们做出针对性的点拨，从而推动其专业

知识的内化和巩固。

（二）小组引入

中职阶段，学生普遍自学能力较差，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专业教师可将当前较为时兴的小组合作引入于教学中来，在班内

组建多个汽修小组，组内既要有优秀生，也要有潜力生和中等生，

以此来构建和谐共进的课堂环境。同时，教师还可融入任务教学法，

依据章节内容为各组设置驱动性任务，协助和指引各组完成任务

实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将他们推至教学主位，促使其专业能力

得到有力培养。

四、结语

总之，汽车发动机械系统维修课堂的教学改革并非朝夕之事，

专业教师还需牢记自身育人使命，革新专业教学观念，优化专业

教学目标，引入多种实效性教学方法，从而构建趣味性、实效性、

适应性兼备的教学环境，进而为学生专业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的提

升打下可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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