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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教育《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教学改革思路探讨
翟旭升　陶　烨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以适应任职教育岗位需求为出发点，分析了《航空发

动机构造》课程目前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航空发动

机构造》课程的一体化教学设计、实践教学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改革探索，为装备构造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

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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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是为飞机与发动机维修工程专业学

员开设的一门任职岗位课程，通过课程学习，使学员能够掌握航

空发动机的构造、原理和性能等基本知识，具备操作检查、故障

判别与排除等航空发动机维修保障能力。任职教育的主要目标是

培养学员岗位任职能力，因此必须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

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符合任职教育规律，确保课程教学能够达到教

学目标，而如何通过教学改革促成教学目标的达成，则是摆在广

大教员面前的研究课题。

一、《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一）课程设置及组织形式不合理

任职教育重在解决工作之需，这就要求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

学方面必须紧扣当前外场维护保障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要紧

紧围绕岗位需求。而目前飞机与发动机维修工程专业的培训模式

依然延续了学历教育的模式，即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设置

有《发动机原理》《航空发动机构造》《飞机与发动机维护》等

主干课程，其中《发动机原理》和《航空发动机构造》两门课程

以理论讲授为主，《飞机与发动机维护》课程以外场实践为主，

三门课程先后开设。

这种课程设置思路基本上延续了本科生学历教育的课程设置

思路，注重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化，各课程之间难以有机衔接，

人为造成了原理知识、构造知识、维护技能之间的割裂，教材之

间的内在联系也难以协调，即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培训效果

和质量更是不能满足岗位技能的快速生成需求。

（二）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不够贴合

任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强调教学内容

实用、管用，教学内容要能够支撑学员的岗位职责，这要求合理

做好岗位需求分析和培训需求分析，课程教学内容的选取必须坚

持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提升维修保障质量为目标。

而目前《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在教学内容设置方面“需求

牵引”意识不强，没有对学员的岗位职责进行过系统分析，没有

建立教学内容与岗位职责之间的逻辑关系，教学内容陈旧，多年

不变，传统学历教育留下的影子没有被有效摈弃，教员喜欢讲自

己熟悉的内容，就料煮菜，以专业理论知识为本位，强调知识的

逻辑推导与传授灌输，学非所用，过于关注知识目标的达成，而

忽视操作技能的培养和机务文化精神的培育。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不紧密

《航空发动机构造》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员具备适应今后

岗位的能力。该课程具有实践性强、专业度高、复杂性较高等特

点，仅仅依靠理论授课难以达到教学培养目标，需要结合现场授

课、实践授课等形式以加深学生对发动机结构的理解。这就说明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对学员来说同样重要，实践教学需要在一定

理论知识的支撑下进行，理论教学需要在实践课程的辅助下进行，

理论课程可以满足学员对知识的需求，实践课程可以进一步加深

学员对知识的理解。

但目前教学中对实践的重视度不高，学员对实践内容的掌

握程度不高，对发动机等构造内容没有深刻印象，在理论课程

上教员主要采取“演讲式”教学，学员则是被动学习者，学员

面对各种抽象的理论文字、复杂的结构图片，难以真正了解实

际结构、运作过程与工作原理等，对知识的理解职能依靠死记

硬背，实践教学针对性不强，也没有现场考核，学员很难建立

深刻的直观印象，实践教学的效率很低，久而久之导致学生学

习兴趣下降，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下降，从而对整体教学的进度

造成一定影响。

二、《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一）进行发动机原理 - 构造 - 维护一体化教学设计

面向发动机维护岗位任职需求，按照原理 - 构造 - 维护一体

化教学设计思想，紧紧围绕任职所需，对发动机使用和维护工作

岗位能力要求进行剖析，以发动机维护岗位和工作流程为牵引，

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选取、编排，在具体实现上，采取原理引路、

构造搭桥和外场维护相结合的教学思路，首先由发动机原理知识

引出发动机的具体构造，再延伸到外场的维护操作、发动机性能

参数调整、故障判别与排除等，从而培养学员的综合维护保障和

排故能力。

此外，采用原理 - 构造 - 维护一体化教学设计思想还可以使

得教员可以根据学员和课程特点，灵活安排原理、构造和维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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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比例，以实现因材施教。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大力开展“专题式”教学，在专题的设

置方面，要贴合实际，面向运用，根据学员的层次和学员的需求

来设置专题，有机地贯穿原理、构造和维护教学内容。

比如，发动机性能的调整和故障分析是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学员到任职岗位后必须掌握的维护技能，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将该部分内容分为发动机慢车转速的调整、最大转速的调整、

加速性的调整、起动性能的调整等专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课前组织学员进行发动机调整机理的学习和讨论，课中引

入最新发生的故障案例，引导学员分析实际故障，得到维护工作

启示，理解故障预防措施，并结合发动机实装或者模拟训练设备，

让学员自己动手，通过集体研讨制定发动机性能调整方案，自行

排除人为设置的故障，不仅巩固以前所学的知识，而且能够教给

学员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课后通过故障延伸讨论，巩固所学知识。

（二）规范实践教学，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

因为实践性是《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最显著的特点，所以

要进行课堂改革，必须改革实践教学方式，走出原来那种先通过

理论教学讲授理论知识，再安排实践教学强化理论知识的教学模

式，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设计方法。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组织和实施需要依托专业教室，专业

教室必须配置航空发动机实装、模拟训练设备和必要的信息资源，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依托信息资源，把抽象难懂的理论知识进行

展现，同时必须结合发动机实装进行比对验证，使学员建立直观

的印象，另外需要通过模拟训练设备开展虚拟操作练习，保证实

习安全。

例如，原来讲述发动机滑油系统的供油、回油、通气、密封

四条路线时，纯粹是在教室讲理论，学员只把理论走通了，并不

知道滑油系统各附件的具体位置以及实装上的管路流向，现在可

以改为教员通过精讲的方式简单介绍一下滑油系统的四条路线，

然后边讲解边和学员一起在实装发动机上寻找各个附件的安装位

置和导管的走向，并通过虚拟训练设备训练滑油系统性能调整能

力，给同学们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

在具体教学组织过程中，以实习卡为依托，引导学员完成

实习卡上指定的任务，记录实习过程，并进行现场打分。学员

通过这种方式能更好地掌握系统的结构和原理，同时可以激发

学员的兴趣，增强直观认识，为下一步分析和解决故障奠定了

基础。

（三）将多媒体教学与实装教学紧密结合

航空发动机结构复杂，工作原理抽象，要想达到教学目标，

仅仅依靠航空发动机实装还不够，还必须依靠高质量的教学信息

资源和教员的信息化教学水平。

比如，教学过程中，可通过二维动画来表现抽象的、难以

理解的发动机工作原理和油路走向；通过发动机三维数字模型，

全方位展示发动机的结构特点和相互连接支撑关系；开发模拟

训练软件或者硬件平台来帮助学员更加直观地掌握发动机性能

参数调整方法和步骤等，信息资源与实装教学的紧密结合使得

学员对发动机的原理和构造知识以及维护工作建立更加深刻的

直观印象。

当然，在信息资源的使用方面要适度，信息资源不是在任何

教学内容中都适用。信息资源的应用会使复杂抽象化的东西变得

形象生动，但过度地使用信息资源也会起到舍本逐末的作用，教

学过程被信息资源牵着鼻子走，教学过程变得机械化。

衡量信息资源做的好与坏的标准不是做得漂亮不漂亮，而是

能不能服务于教学，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好的信息资源必须

要经过精心设计，教员要全方位参与到信息资源制作过程中，把

教学设计和教学理念融入进去，才能够提升教学质量和个人信息

化教学素养。

三、结语

目前，很多任职教育院校都是由学历教育院校转型而来，对

任职教育的理念把握不够，教员也缺乏新的教育理念支撑，推动

教学改革的动力也不足，极大影响了教学质量，培养的学员岗位

任职能力不强。《航空发动机构造》课程教学改革需要本着培养

学员的实践能力及适应岗位需求为目标的宗旨，紧跟军事教育改

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地深入和细化，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

深化改革和创新，从而为同类型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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