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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是集探索性、创新性、时代性、实

践性等特征于一体的专业课程，是结合车联网、自动驾驶、智

能车辆多方面内容的基础课程[1]。其主要教育功能培养适应现代

信息化发展综合型高素质人才。从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发展现

状看，已取得一定教育成效。但仍有部分问题阻滞专业课程高

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有鉴于此，针对教学模式滞后社会发

展、授课方式偏离教学标准、教学主体缺乏良性互动等现实问

题，提出加强联系，建设优质课程内容；拓展渠道，搭建高

效能学习平台；建立连接，构建良好互动氛围等解决策略，为

“互联网 +”背景下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建设提供有效路径。

1　“互联网 +”背景下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建设存在的

问题

1.1教学模式滞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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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背景下，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及相关专业中一门综合性较强，且十分注重实践环
节的专业课程。其目的是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水平、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针对高职院校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
建设中存在的教学模式滞后社会发展、授课形式偏离教学标准、教学主体缺乏良性互动等现实问题，有效提出加强联系，建设优质
课程内容；拓展渠道，搭建高效能学习平台；建立连接，构建良好互动氛围等解决之策。以期对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改革取得良
好成效，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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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the 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Course is a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ourse in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technology and related majors,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practical links. Its purpose is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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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the level of teaching.

[Keywords] "Internet +";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ptimize the path
【基金课题】
1.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批校级精品在线开发课程建设项目《智能网联汽车概论》；
2.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智慧课堂的〈智能网联汽车概论〉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研究》（JW20222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也应随

之不断推陈出新[2]。目前，针对学习主体不同的学习需求以及

急速发展的社会节奏，如何能让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既能汲取

传统课程的精华，又能充分利用创新技术的优势。以及如何能

与时俱进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成为“互联网 +”背景

下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的症结所在。其一，教材内容滞后。

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是一门十分庞杂的综合性课程，包括计算

机、信息化、机械等多门学科以及知识内容。虽然多数高职院

校教师能抓住课程内容重点，将主要教学时间花费在机械工程、

汽车原理等教学内容上。但信息化、自动化等一些课程内容难

以匹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这进一步导致教师制定的教学计划滞

后于社会发展趋势，影响课程实效性以及学生整体学习效果。

其二，考核方式单一。就目前现状而言，大多数高职院校主要

以试卷的形式考核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储备量，导致学生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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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背诵课程内容取得高分。这将难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以及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其

三，培养方式保守。近年来，高职院校对于人才培养计划进行

多次改革，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未从根本上触及多年遗留

的固化模式。当前，随着互联网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类

似的新兴专业不断涌现。值此背景下，部分高职院校将学生置

于“封闭”管理模式下的教学方法已不再适用。在这种模式

下，学生往往只能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在毕业后从事某

一项专业技能工作，导致学生难以提高解决错综复杂问题能力，

进而不能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

1.2授课方式偏离教学标准

正确积极的授课形式对于高职院校培养优秀人才和提高教学

质量起到关键性作用[3]。然而，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授课形

式与教学标准偏离现象，进而抑制教学效果的显著提升。一方

面，教学资源有所欠缺。高职院校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主要

以智能网联汽车的无线通信系统、环境感知系统等为基础理论知

识，是课程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所在。传统授课过程中，教师除

应用专业教材外，还需要用大量的教具、案例、多媒体资源以

及课堂板书进行辅助性教学，才能促使课堂质量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现有的授课方式缺乏完善与系统性的网络资源课程，不

能满足学生对于现代化教学的心理需求，造成教学方式脱离其教

学标准。另一方面，教学方式单调乏味。实践教学是智能网联

汽车概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智能网

联汽车概论课程往往过于注重理论教学而忽略了实践教学的重要

性。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仍然以传统灌输式教学为主，按

照既定教学目标以及实践流程推进实践教学活动。这进一步导致

学生只能被动式参与课程实践活动，影响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

重要性。此外，多数教师选择安排学生在校内实践中心进行，较

少组织学生到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中心等相关单位亲身体验，导致

学生实践技能比较薄弱。

1.3教学主体缺乏良性互动

作为教学中教授主体的教师以及作为教学中学习主体的学生，

二者在教学活动中处于同样重要的角色地位[4]。虽然高职院校教

育中师生互动得到普遍重视，但与理想预期标准仍存在一定距离，

换句话说，师生双方良性互动的有效性依旧存在局限。从实际教

学情况看，师生之间的互动共同进行，二者同样是作为参与互动

的主体，但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策划者与组织者，在无形中占据

主导优势。一方面，互动偏离课程价值指向。教学过程中，某些

教师为营造热烈的课堂氛围，往往只片面追求课堂趣味性。例如，

教师会以相关人物的奇闻异事作为课堂的切入点，这样的做法虽

然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气氛浓烈的学习氛围，但同样会

导致学生单纯追求趣味而将知识主题或者价值取向抛之脑后，影

响学生对于知识的有效摄入以及正确历史观的形成。另一方面，

互动缺乏关键方向指引。部分高职院校教师对于师生之间互动产

生错误认知，片面将“良性互动”理解为学生一方的“动”。这将

不利于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掌握以及教师对于课堂节奏的把控。

具体课堂互动中，教师往往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行为。例如，对

于学生突然性的灵感迸发或者思想火花，不选择以正确态度回应

也不做任何指导，而是采取放任自流的冷处理方法。由于教师

不明确师生互动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角色期待，导致学生降低

对专业课程学习热情，也不利于教师正面形象的塑造。

2　“互联网 +”背景下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建设优化

路径

2.1 加强联系，建设优质课程内容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化社会形态已从理论层面迈入实践

层面，为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带来全新机遇。从智能网联汽

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方向来看，互联网高速发展对高职院校新型

专业课程建设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是与

社会发展联系十分紧密的一门学科，因此加强课程内容与社会发

展联系势在必得。首先，提高教学内容时效性。高职院校应按

照自身发展节奏及时调整教学方向，进而提高教学内容时效性。

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应坚持以相关行业最新动态以及相关领域最

新进展为选题，结合具体理论知识，充分保证向同学传递知识

内容的时效性、专业性以及实践性。其次，构建多元化考核内

容。高职院校教师可改变以往对于专业知识的考核方式，转而

将着眼点放在实践技能操作上，将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新技术

作为学生考核内容。这样不仅能提高考核内容的层次丰富度，

还能引发学生对于社会发展的思考，同时还能潜移默化提高学生

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最后，培养综合型人才。在培

养综合型人才方面，高职院校要摒弃以往固步自封的教学方法，

不仅在教学方法方面做出优化改革，在教学体系上也应不断创新。

基于信息科技发展，相关技术部门可将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中

不断融入互联网技术，设计专业课程所需要的学习软件，包括知

识内容自测、考试成绩查询、相关知识搜索等功能。全面建立学

生自主沟通体系，进而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适应社会

发展全面人才。

2.2拓展渠道，搭建高效学习平台

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教学环境对现阶段智能网联汽车概论

课程建设具有巨大推动作用。高职院校教师可利用互联网高效性、

多元化等特性实现课程高质量改革。其一，互联网环境下，高职

院校教师可在相关技术支撑下与各区域间同类型院校或者图书馆

等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构成巨大、海量资源共享型平台。这样不

仅实现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之间的有效沟通、专业

交流，同时还能整合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相关教学资源。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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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背景下，高职院校不仅可依靠互联网技术，还能

充分挖掘互联网思维在课堂教学模式上的应用。例如，高职院

校教师可以共享课堂教学内容，通过将远程直播、在线会话等

新模式引入课堂，让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其他院校的课堂内容以及

专业课程的独特魅力。这对于培养学生应变能力以及适应能力均

起到良好效果。其三，教师还能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在学生的日

常生活中，通过利用大数据优势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成绩

等方面进行整合归纳，学会运用直观明了的数据表格科学评判教

学活动，从而更加细化自身工作任务，使智能网联汽车专业更

加有序稳定发展。

2.3 建立连接，构建良好互动氛围

学生在面对知识体系庞杂、专业性极高的智能网联汽车概论

课程时，往往因其难度而提不起学习兴趣，导致学习效率低下。高

职院校教师可以通过建立良好互动机制以及进行情感交流与学生

产生共鸣，进而激发学生内在学习潜能。一方面，主动沟通，建

立良好互动机制。教师作为课堂氛围的引领者、营造者，应学会

主动出击，为学生营造积极、高效的互动氛围，使学生在学习专

业知识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有效激发学生对于智能网联

汽车概论课程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课堂互动环节，教师可借助

多媒体作为辅助工具，设置一些学生能够积极参与知识问答环节

或者知识闯关环节。这样层层递进的互动过程能有效加深学生对

于所学知识的记忆。同时，借助高效的课堂教学还能促进师生之

间的情感交流，拉近师生的距离，让学生在良好互动中体验到学

习的乐趣。另一方面，优化形式，开展有效教学活动。要想构建

良好互动氛围，教师势必要在备课过程中，深入研究课程具体内

容。具体可根据课程内容所具备的独特优势或显著特点，设计有

效、科学的师生互动环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学生

自身特点以及课堂内容实际情况，创设师生互动交流情景，积极

探索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还要根据教学

内容精心设定课程作业，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性、针对性且符合学

生身心发展的知识内容，为师生互动打造坚实基础。

3　结语

本文针对“互联网+”背景下，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存

在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度剖析，探索出智能网联汽车概论课程建设

的优化路径，通过加强联系，建设优质课程内容；拓展渠道，搭

建高效学习平台、建立连接，构建良好互动氛围来提高课堂教

学效果，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以及解决问题实际

能力，使学生在短时期内学习到智能网联汽车的相关理论知识以

及实践技术。通过本文深入研究，可为“互联网 +”背景下其

他相关专业课程建设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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