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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器与电路课程一体化教学创新研究
张　桢

（新疆巴州红旗高级技工学校，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要：《汽车电器与电路》课程是高级技工院校汽车专业的重点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

学生的知识和能力需求，为了加强学生的主观感受，满足学生兴趣，提高他们的主动性，教师可以采用理论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将独立

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在一起，增加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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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化教学的创新方向研究

（一）教材创新

一体化教学方式和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着差异。常规的《汽车

电器与电路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单纯的理论性课本，缺少系统性

的实训教材，这就说明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两个相对独立的内容。

汽车专业的课程的一体化教学方法则是将理论与实践教学整合在

一起，编写出具有学校特色以及符合学生学情的教材内容。

（二）场地创新

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是将授课与实践整合在一起进行教学，

为此教学场地应该同时存在学习和训练两个板块。学习板块则是

原理类的知识，实训板块则是汽车、计算机等一体化教学的设备

与工具。

（三）教师队伍创新

一体化教学的教师除了具有专业的授课能力外，还需要掌握

全面的汽车处理办法，能够在实践课堂上利用某个问题或者某个

工作原理进行项目实践教学，加强学生的认知。同时，一体化教

师还要剧透编写教材、搜索教学资源的能力。一体化教学的教材

是由教师编撰的，以及相关的教学设备和教学资源都是由教师所

准备的，如果教师缺乏一体化教学的经验，那么在准备相关教学

资源时，会影响上课的进度和质量。

（四）授课模式创新

一体化教学模式与常规的课堂授课模式不同，一体化的授课

管理工作更加倾向于企业化的管理制度，将上课比作上班，场地

比作车间，学生是员工，教师是车间主任。这种教学模式能够让

学生提前感受到企业工作的氛围，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

力。

二、汽车电器与电路一体化教学策略

（一）教师要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授课能力，一部分则是动手

实践能力，这是一体化教师需要掌握的内容。教师想要提高自身

的专业能力，需要摆脱课堂的束缚，走向社会学习。如教师可以

与汽车 4S 店或者是汽车的生产厂家联系，并入厂学习，掌握与汽

车有关的新知识。当然，教师还可以就自身的科研成果与汽车生

产工厂的技术人员进行分享，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厂家可以提

升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教师则是可以学习到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举两得。

（二）学校要引进先进的汽车电器与电路实习设备

设备是一体化教学的基础，教师要向学生积极献计，采购用

于《汽车电器与电路》课程实训的设备。在采购相关实训设备的

同时，学校还要组织专业人员对教师进行培训，让教师能够熟悉

掌握相关设备的运行方法。同时还要在一体化教学场地配备多媒

体教学设备，让学生可以在大屏幕实训的时候，通过大屏幕学习

到理论知识。

（三）创新教学模式，拓展一体化教学

在《汽车电路与电器》实训课中，需要学生在实训台上进行

相关内容的操作。但是因为实训台与实际车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性，导致学生即使在实训台上能够熟练操作，但是一到实际

车体操作时仍然会感觉到毫无头绪。为此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实际

车体进行拆装。实际车体的空间有限，但是零件多且结构复杂，

部分位置的结构学生是无法准确观察到的，此时学生还需要回到

实训台上，对模型进行拆装。由此可见，将实训台与实际车体相

结合，能够尽可能地还原真实工作状况，从完成教学任务。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体化教学模式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将理论讲解与实训教

学同时完成，因为教学安排是比较紧张的。许多学生因为不适应

这种教学节奏，导致学习效果比较差。为此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

的学习习惯，尤其是预习和复习两个环节。在预习阶段，学生能

够对课堂讲解的知识进行初步认识和梳理，找出学习的难点，在

教学环节便可以有针对性的听讲和训练；复习阶段则是学生的总

结和反思阶段，寻找到自身的不足，与同学积极探讨，来完善自身。

例如，在学习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原理时，学生需要提前掌握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发生故障的几种原因、孔管式制冷系统以及压

力故障等内容。找出自己不理解或者对于某部分汽车空调结构陌

生的内容。在教学环节，学生通过拆解空调系统，可以加深学习，

达到高质、高效的目的。

三、结语

《汽车电器与电路》这门课程是汽车专业相对比较重要的内

容，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学习难度。教师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

将理论知识传授、实际车体拆解与模型车体拆装等内容融合在一

起，强化学生的认识。同时教师要编制与学校、学生学情有关的

教材内容。在教学后期，为学生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

提前做好岗位工作的加护安排，从而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

就业竞争力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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