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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指各大高校根据所设专业，踊跃开办专业产业，
将产业与教学相互结合进行教导。这一教学背景是为了打造新能
源汽车人才在各大高校创设的新专业，作为高校院校教师，对
于起步晚的课程需在教学方法上进行研究创新，顺应社会的需
要，输出专业性人才。

1　产教融合背景
新能源汽车专业为了顺应汽车市场而专门设办的专业，本科

院校在2016 年之后陆续开设了新能源课程教学，这一新课程登
上教育舞台，不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都是从零开始，没有这
方面的教学经验。鉴于此，本科高校教师在课程中不断学习和摸
索，研究教学方法，把握教学要领，切实为学生寻找最好的教育
方针，和学生在新能源专业的领域中共同学习。在这个新启的专
业教学中，教师在着眼于理论课程的同时，实际操作也要跟上文
化知识，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教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并不是去背诵
枯燥的理论知识，因此实践课堂就显得尤为重要。实操课程教室，
应创建新能源汽车整车实训室、VR体验中心两个基础工作站，让
学生在实践中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模式，进行3D空间观看[1]。

2　新能源教学方式探究
2.1 简化理论知识，提高实验比重
扎实的理论基础对于本科学生掌握新能源汽车专业的要领极

其重要，但是理论知识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在教学中教师应简化
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并加大理解范围。理论知识必须
在实践的操作中去进行验证并理解透彻，所以实践教学重于理论
知识，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还需要在实操中进行。新能源汽车专
业理论较为复杂，包含机械、化学、物理等诸多文化知识，这些
在掌握之后进行开展新能源专业的实操，对于新能源汽车就会有
自己的见解，进而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传统汽车专业教学也在
实践中占比例较重，古人云“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引入汽
车实践中[2]，同样的道理，只要彻底了解新能源汽车的内部构
造，才能发挥自己的理论知识进行验证汽车布局构件，在学习的
过程中也增加了趣味性，置身专业，方可了解专业。

2.2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新能源汽车专业起步晚，不了解汽车知识的教学对于这项专

业教学还是有难度，鉴于此，本科高校应在教师的专业知识上切
入，定期邀请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来校开设讲座，届时教师都应
参加，并在讲座后写出自己的感想，以及对新能源汽车的二次认
识。抑或增强教师的实践技术，由厂家进行指导，将新能源汽车
的内部构造一一说明，教师自身进行实践操作，专人从旁指
导，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操作及时纠正，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再
经过专业的培训下，达到双师型教师，彻底打开新能源专业教学
的大门。师资队伍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受教育成果，强化师资力量，
培养新能源专业人才，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2.3改进教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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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备在教育中也占据着一定的比重，专业的设施会使学
生在学习中更加清晰的明确理论知识。汽车能源作为新兴产业，
在实践操作中，引进专业性的设备，做到对于汽车零件进一步的
了解。例如引入新能源燃料和运动系统，让学生对于这些课本以
外的知识加以了解，学校也可邀请一些专业人才，对学生进行新
能源汽车的全面深入讲解，购置一些符合专业学习的设备器材，
引进专业教师，在本质上强化学生专业能力[3]。进而优化实践
课，将理论知识贯穿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教学设
备及专业教师对于学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些器材的权威性和
有效性在教育中是一把利器，带动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
加之专业教师的技术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本科高校对学生新能源
汽车专业培训体制。

2.4优化教学课程
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学中，教学资源是其中的核心要素，确

保学生接受的专业知识符合当前新能源厂商的要求，首先从课本
上进行变通，对于第一版的书籍进行优化和筛选，大规模的创
建实训基地，在实践教学的开展中，当摈弃传统模式，在不断地
变革和创新下进行教学研究。专业的师资团队、大规模的实操基
地、先进的教学设备这三方面都对于学生教学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改革中，这些教材也要顺应时代进行优化，
若趋于落后状态，输出的人才达不到新能源汽车专业的要求，还
是存在着新能源人才缺口。优化课程对于学生的专业性能和职业
素养都有提升的空间，例如通过VR技术能有效推升学生等实践水
平，不断优化实践课程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
力，进而达到社会的需求[4]。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能源汽车以保护环境为口号打入市场，已得

到了社会事业的认可，高校培养新能源汽车人才所开设专业课程
也是响应国家部门的号召，文中对于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教育模式
研究了教学方法，在新能源专业教学中希望能被采纳，崛起新能
源汽车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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