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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专业课协同育人教学模式研究 

王群山　汪　伟　唐金花　陈卫兵

（江苏理工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　要：伴随新能源与中国制造2035等发展战略提出和推行，我国现已迈进现代化建设发展新阶段，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高校应积极培

养专业化工程技术人才。在汽车产业迎来电动化、智能化与网联化的产业变革及升级转型契机背景下，汽车产业对工程技术人才所提出的

要求也不断提高。高校车辆工程专业要基于社会需求，联动多方育人主体力量，构建协同育人教学模式，提升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

力，为国家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输送大量专业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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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new energy strategy and made in China 2035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China has now entered a new 

stage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ed. Based on social needs,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link the main forces, build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students, and provide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utomobi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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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制造 2035 与创新驱动发展等诸多强国战略的提出，使得

工科专业在各所高校教育体系建设中逐渐突出自身优势。同时，伴

随“新四化”持续深化，汽车现已成为“新物种”，在此种产业变

革与升级转型的大环境下，传统汽车产品逐渐从硬件主导转变成软

件主导，汽车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亦在发生改变。高校作为培养高水

平专业化人才的重要平台，要积极探究与创新协同育人模式，重视

学生综合素质及能力的培养。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车

辆工程专业协同育人教学模式构建策略，不仅有助于落实专业育人

目标，还能为国家汽车产业升级发展输送大量专业化工程技术人才。

2 车辆工程专业课协同育人教学模式构建的现实困境

（1）学科前沿知识不足，理论知识学习动力降低

伴随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车辆工程专业传统教材所包含的教

学内容，通常已经脱离行业前沿和新兴技术发展。若课堂教学内容

依然局限在传统基础知识和理论内容的讲解层面，则难以弥补专业

理论内容和实践运用或者行业先进技术的差距，最终导致学生们逐

渐失去对车辆工程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动力与学习兴趣。车辆工程

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脱离行业发展，专业知识体系陈旧，注重理论

而忽略实践，且课程设置普遍侧重机械类课程，专业实践课亦依托

传统基础课来设计，并未突出与其他课程的融合。如此一来，学生

专业学习较为狭窄，专业课程缺乏学科前沿知识，学生对于理论知

识的学习也逐渐失去动力，对其日后学习和发展有着不利影响。

（2）缺乏典型教学案例，课程教学内容相对分散

车辆工程专业体系中包含的各个主干课程所涉及的教学内容

相互联系，以自动变速器相关教学内容为例，其在汽车电控技术、

汽车构造以及汽车设计等诸多课程中都有所涉及，然而各门专业课

程教育和学习侧重点有所差异。为规避教学内容重复性讲解的问题

产生，要求各门课程必须在教育大纲制定过程中相互协调，这样才

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然而，多数情况下车辆工程

专业各门课程均独立教学，教学内容存在明显的分散化问题，专业

课程之间也缺乏系统化部署。

（3）理论实践融合不足，实践操作能力亟待提高

为有效提高车辆工程专业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多数专业课程

均设置了实践教育环节。而在具体教学过程当中，理论教育内容和

实践教育内容往往存在融合程度不足的问题，难以实现培育学生的

创新能力及专业实践能力的根本目标。另外，校企合作浮于形式，

且合作模式存在单一化问题，合作双方职责模糊，分工也不够细化。

部分学生进入企业参与实习实践，往往只是为了顺利完成学校布置

的学习任务，而部分企业并不愿投入过多成本组织引导学生进行生

产实践，使得学生们在校所学理论知识难以和实践操作充分结合，

校企合作难以充分发挥协同育人成效，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双创

能力亦无法获得有效锻炼与提高。

3 车辆工程专业课协同育人教学模式构建的有效策略

（1）提升学科专业融合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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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构建车辆工程专业课协同育人模式，教师应将深化学

科交叉融合作为核心目标，全方位梳理学校在车辆工程专业建设方

面的基础和成果，合理调整专业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完善课

程体系。具体来说，在专业理论课程层面，要适当减少基础类课程

数量与授课时间，合理增加智能网联汽车类、计算机类以及通信类

等课程 ；而在实践课程层面，要建设智能控制、智能决策与车辆识

别等专业实践教育平台，优化以往车辆工程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构

建融合人工智能、信息与传感、车辆识别等前沿知识的实践教育体

系。学校方面要积极服务汽车产业总体发展战略、跨界整合资源并

对接新兴产业，以车辆工程专业为基础，将培育学生的工程实操能

力为核心，坚持能力本位与成果导向，深化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与

协调发展，建设完善的车辆工程专业协同育人体系。

（2）构建校企协同育人计划

众所周知，校企协同育人始终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专业教

学成效的有效路径。在国家强调新工科建设的大环境下，更为提倡

多方主体协同发挥作用，彰显协同育人效应。车辆工程专业要融合

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而服务的历史使命，重点培育

契合地方行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深入探究并构建充分适应地方

产业发展的校企协同育人体系。校企双方要协商构建人才培养计划，

共同承担相应教学任务，协同建设实践教育基地并实施人才培养效

果评价工作，深入企业充分对接相关服务。同时，校企双方要联合

构建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体系、课程项目，合理分配师资资源，确定

专业教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方式，保证专业建设质量及教学质量的全

面监控，完善专业育人质量保障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3）深化实习实践科教协同

实习实践是车辆工程专业科教协同的重要阵地，为了让学生

群体及时消化并吸收课堂所学理论，同时把理论知识充分融入生产

实际中，车辆工程专业往往会组织诸多实习实践活动。以汽车发动

机构造课程为例，在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群体

借助汽车零部件拆解与装配充分把握其基本架构，同时还要将自身

科研项目和教学内容充分结合。就发动机燃料而言，借助理论讲解

与探讨，使学生们正确认知除了柴油与汽油能够用作汽车燃料以外，

生物燃料、石油气及天然气等均可用作汽车燃料。以此为基础，将

学生们真正引入汽车生物燃料发动机主要排放特性与燃烧特性等科

研项目当中，使学生们深刻认知不同燃料在燃烧特性和雾化等层面

有着显著差异，进而影响汽车发动机排放性、动力性与经济性。借

助对汽车发动机燃烧燃料的不同特性对比，使学生们充分认知燃料

对于各种颗粒物排放产生的影响。而在活塞连杆组拆解与装配中，

教师应引导学生们深入思考活塞横切面与纵切面的形状与其散热方

式，而后与汽车发动机领域的科研项目充分融合，使学生们认知到

若想解决车辆工程领域的复杂问题，应全方位考虑潜在的技术问

题，积极寻找有效地解决方法，使学生们掌握科研项目所要解决的

各类关键问题、理论研究方法与路径。在汽车底盘教学实践活动中，

教师可以把无人驾驶和自动变速器等层面的科研项目梳理为教学内

容，使学生们在实践过程中掌握新兴技术手段的发展态势与学科前

沿，使其深刻感知技术和创新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这不

但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还可以培育其创新思维，加强专业实操

能力。

车辆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作为落实科教协同的另一主战场。在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设计与机械设计等课程设计过程中，教师可以引

进汽车轻量化与增材制造等领域的科研项目，这不但有助于消解学

生群体由于课程中理论内容过多而产生的厌学情绪，同时还可以融

合实际工程问题，促使车辆工程专业课教学更加接地气。比如，在

提交零部件产品图纸之前，教师可以引进车辆 CAD/CAE 领域的科

研成果，使学生们能够提前熟悉和了解这些软件在当前汽车产业内

的使用前景，实现与行业发展对接，切实加强其工程素养与核心竞

争力。

（4）完善专业课程评价机制

借助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有机融合的形式开展课程考核

工作，面向车辆工程专业教学实施综合评定。具体来说，过程性评

价强调考核学生平时学习状况、小组探讨活动参加状况、翻转课堂

参与状况、章节监测与课后作业情况等。过程性评价主要用于考评

学生学习主动性与探究性学习能力，强调培育学生专业知识学习主

动性与积极性。而结果性评价则通过期末考试方式，以此考评学生

群体本学期学习成果，考查学生们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借助教学活动评价与学习过程考核等活动，构建多

元主体参加、全方位且多样化的学习评价机制，不仅可以映照学生

全体实际学习状况，同时还能够充分发挥评价工作在学生主动学习

方面发挥的驱动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中央与国家所承载的重大、

艰巨且紧迫的任务，协同育人是培养新时代高素养专业人才与创新

型人才的有效手段。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重要平台，是车辆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要深刻总结和归纳以往失败或者成功的

经验，积极学习与参考成功方法与经验，积极探索协同育人教学模

式，为社会培育高能力、高素养与高水平的车辆工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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