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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在汽车电气检修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对策
——以“宝马售后英才教育项目”为例

姜松舟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众所周知，汽车是一项集艺术与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工

业品，其中的技术是指汽车电气。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汽车

电气的精度以及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售后人员的检修水平提出

较高的要求。然而，在现阶段的电气检修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

的制约，导致高职生并未真正在电气检修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掌握

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利于高职生未来的就业。对此，笔者以混合

教学模式为手段，开展汽车电气检修课程探讨，旨在为促进高职

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推动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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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10 月 20 日，由中国机械工业与人社部联合主办的

汽车新能源关键技术大赛成功举办。此次大赛不仅是历届以来规

模最大汽车赛事，也是影响范围最广的大赛，其旨在推动汽车教

学专业的改革，培养出具备高素质的汽车人才。由此可见，国家

对于汽车行业的重视。基于此，笔者注重汽车的角度，开展混合

教学探讨电气检修课程教学新方法。

一、混合教学的特点

教师利用此种模式特点，即打造线上学生学及线下教师教的

模式，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构建具有实效性的电气检修课

程授课模式，让高职生混合教学课堂中主动解决问题，提升他们

的综合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并不断让学生进行实践形成较

为科学维修思维，提升他们的电气检修故障排除能力。

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教师从授课前、授课中、授课后三个

阶段开展混合教学，并结合具体的教学状况，开展灵活的电气检

修课程教学，最终达到提升汽车专业教学质量的目的。在授课前

阶段，教师使用互联网提前向高职生发送相应的汽车电气检修课

程知识，让高职生自学，将学习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教师。在授

课中阶段，教师以实际的教学目标以及高职生在自学中遇到的问

题为依据开展相应课上教学，让他们通过实际操作的方式掌握相

应的汽车知识，提升高职生综合检测、排除汽车电气故障的能力。

在授课后阶段，教师让高职生在课下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或是

实践问题的探究，更好地拓展教学内容，完成课后学习任务，夯

实他们的电气检修知识。

二、现阶段汽车电气检修课程的问题

（一）高职生所学与企业所求的不匹配

随着各种新技术在汽车上的运用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导

致汽车电气检修课程知识越来越多，且具有较强复杂性。然而，

在实际的电气检修课程中，部分教师仅仅开展“表面性”的汽车

电气检修教学，导致大部分高职生并不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进而不利于他们更好地满足未来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电气检修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较强滞后性

随着网络技术在人们生活、生产中的深化，高职生逐渐适应

网络化的沟通方式、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厌倦传统的授课形式。

然而，在实际的汽车电气检修课程中，部分教师受到传统授课观

念的制约，采用填鸭式的方式授课，不注重关注、激发高职生的

主观学习情绪，导致最终的电气检修教学效果不理想。与先进的

网络授课形式相比，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三）电气检修课程教学模式相对陈旧

本文中的教学模式陈旧是指学生学习能力以及实际的教学程

序两个角度。在学生能力上，部分教师过于注重讲授电气元件的

结构以及工作原理，这导致高职生在电气故障的排除过程中将思

路集中于某一个元件，而不是从实现功能的各个元件入手，导致

最终的故障排除不理想。在教学流程上，汽车专业教师只讲知识，

并不侧重让高职生解决实际的电气故障问题，导致他们存在严重

的“按图索骥”故障排除思维。

三、运用混合教学开展汽车电气检修课程的意义

（一）增强教师的专业网络化教学水平

在开展混合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既要运用网络技术进行

汽车电气检修课程网络平台的建设与维护，又需在互联网上整合

大量的汽车电气检修课程资源，还应制作相应的课件，比如进行

案例分析、视频动画等课件的制作。除了上述内容外，为了了解

具体汽车电气检修课程状况，并为高职生提供必要帮助，教师与

高职生进行在线互动等。教师通过以上方式的混合教学可以获得

网络化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提升高职生汽车电气检修专业技能

在开展混合教学中，教师采用任务驱动法让高职生真正参与

到汽车电气检修课程各个知识点、问题的探究中，并在高职生十

分困惑的状况下给予必要的指导，让他们更为高效地吸收电气检

修课程知识，在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电气故障问题的过程中获

得专业技能的提升。

四、使用混合教学开展汽车电气检修课程的策略

（一）转变教学方法，提升高职生的职业技能

在现阶段电气检修课程教学中，部分教师详尽介绍各种新电

气，让高职生了解更多的理论知识，忽视锻炼他们的实际操作能

力以及提升高职生的专业技能，导致部分高职生“虽然可以说出

电气的构成与原理，但是并不能进行相应电气的拆卸和故障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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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尴尬状况。对此，教师需转变上述教学方法，构建理实一体

化的授课模式，让高职生在实践的过程中认识电气原件以及工作

原理，更能以功能实现为思考中心点，排除参与工作的相关电气

元件故障。

以宝马汽车左后大灯不亮为例，教师让高职生在理解汽车左

后大灯各个部件以及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相应的部件。

在此之后，教师让他们在拆装的过程中了解各个部件的工作原理，

并从整个大灯工作过程的角度，排除可能存在问题的部件，获得

专业技能的提升。

（二）更新教学内容，增强高职生岗位适应性

在汽车电气检修课程中，教师发现这个课程包含了大部分的

电器元件以及常见的故障，比如启动系统、照明系统、报警系统等。

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检测设备的不断优化升级，教师可以让高职

生运用故障检测电脑检测汽车电气的上述故障。值得注意的是，

教师在此门课程的教学中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比如一些很实用，

且课本中并未存在的内容。对此，在开展混合教学中，教师需要

引入新的教学内容，比如，12V 电源系统漏电故障排查、灯光调

节等，不断迎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让高职生学到具有实用性的电

气检修课程知识，增强他们岗位的适应性。

（三）优化教学流程，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率

传统的教学流程为先学电气的构成，再学电气的工作原理，

最后开展实际的检修。虽然此种模式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但是

其并不具备较强的实践性。在运用这种方式的教学中，教师发现

有些高职生经常有“在实践教学中忘记电气工作原理”的状况。

为此，教师用“优慕课”方式，构建混合式的教学课堂，开展一

体化的授课模式，使学生在课堂外观看视频学习理论知识、电气

的构成及工作原理。在此之后，进行实践教学，教师与高职生交流，

知晓学生的学习情境，精准性开展实践性授课。让高职生在实践

中加深对汽车电气元件整个工作过程的认知，并在实际的排除故

障中了解各个元件的相对关系，促进高职生汽车思维的养成。

以“空调系统”为例，教师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此部分教学。

首先，教师展示空调不凉的视频，以及一位师傅具体故障的排除

步骤。其次，教师让高职生根据师傅的操作过程认识空调的构成、

功用以及拆装注意事项。最后，教师让高职生以思维导图的方式

总结此部分知识。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再次设置新的故障现象，

并让高职生结合视频师傅的思路排除故障，使他们在实践操作中

逐渐树立汽车思维，提升电气检修课程教学效率。

（四）创新考核方式，增强电气检修课程教学实效性

在混合教学考核方式中，教师从过程考核以及终结考核两

个角度入手，即过程考核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终结考核的比重

为百分之四十。在过程考核中，教师将线上成绩的考核比重提升

到百分之六十，线下考核的比重下降为百分之四十。在终结考核

中，教师让线上考核与综合实训考核的比重对等，即均为百分之

五十。这种考核的布置既解决了笔试教学的弊端，又让高职生重

视各个形式的学习，促进他们理论学习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提升，增强电器教学的实效性。

五、混合教学在汽车检修课程中的实例

笔者以“蓝墨云”为线上交流手段开展车身系统项目教学，

提升高职生的汽车电动车窗的故障处理能力。在实际的教学中，

教师将混合教学分为如下三个步骤。步骤一，开展课前教学“预热”。

教师在蓝墨云上布置任务学习单，并综合使用视频、图片的方式

让高职生更为直观地掌握电动车窗原理。与此同时，为了吸引学

生的关注，教师展示情景：司机无法打开车窗，导致乘客抱怨的

状况。与此同时，教师让高职生通过蓝墨云反映学习中的问题，

并使用大数据分析大部分高职生线上学习问题。步骤二，教师结

合在线上出现的问题，设置相应的实践教学模式，即让高职生真

正走到故障车前，开展电气检修课程故障的排除，并提醒高职生

从“电动车窗是如何实现功用”的角度分析。在此，教师介绍一

位高职生的思考过程：一位学生从电动升降器开关、电动升降器

以及玻璃导槽三个角度分析。具体原因是玻璃升降器的内部进水，

导致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电动车窗不能升降。故障排除的方式是

通过替换玻璃升降器。具体的解决措施是拆解电动升降器开关，

并进行电路板或是开关接触点的擦拭。经过再次使用，故障消除。

步骤三，拓展知识内容。教师展示泡水车，让高职生分析此

辆车不能车窗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通过蓝墨云，教师让高职生

在线上学习车身电气系统的各个知识，并分析相应的故障现象，

锻炼他们灵活运用电气检修课程知识的能力，培养高职生的汽车

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适时地延展相应的汽车知识，让高职

生运用电气检修课程知识进行相应问题的探究，激发他们解决汽

车故障的潜能，促进他们汽车思维的形成。

总而言之，在汽车专业教学内容中，电气检修课程是其中重

中之重。教师在重视电气检修课程的同时，需要适应汽车行业的

发展，学习各种新型的授课方法，增强教学方法与电气检修课程

教学内容的融合性，让高职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更为灵活

地处理电气检修课程故障，最终达到提升高职生综合排除故障的

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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