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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背景下的汽车专业制图课程的改革性探究 
（努尔兰·祖尔曼 1）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奎屯 832200） 

摘要：“工学结合”是一种将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借鉴性。在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专

业中以“工学结合”为背景和人才培养过程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制图课程的教育教法的研究，从学生的专业认知阶段阶

段强化学生抽象思维，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汽车机械制图课程的相关教育教法的研究与阐述，为同类型

课程的实践增强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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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学结合”的内涵及实质 

“工学结合”是一种办学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办学模式下的课

程模式，工学结合是在以往课本知识，僵化理论知识教学教法基础上的

一种全新突破。“工学结合”强调的不仅仅是学以致用，这和以往的理

事一体化还有着明显的不同，理事一体化强调的是学和做，这里的“做”

可以是结合书本的简单实践也可以是根据现有实训设备开展的具体实

践。而“工学结合”则截然不同，工学结合虽然也强调的是学和做的结

合，然而这里的“做”却是一种与学生今后就业岗位相结合的具有特定

实践意义的做。“工学结合”强调的是使学生在学校阶段的学能和今后

就业岗位中实际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学生今后适应岗位的能

力。 

二.“工学结合”在汽车专业制图课程中应用的关键 

汽车制图作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基础课程，通常在学生入

校的第一学期就会涉及到，作为汽车专业的启蒙课程，对于今后学生抽

象思维的培养与汽车专业知识的塑造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该课程在一定

程度上是以虚拟的形式存在于课堂上，考验更多的是学生由抽象到立体

的转化。而这种转化的过程却是十分艰难的，大多数学生因为在初高中

阶段便在几何概念上有所缺失，从而导致在高职阶段学生学习、想象、

运用的困难。一学期下来，我们所谓抽象思维转化比较弱的学生会丧失

对汽车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把抽象的虚拟的图形简单化、具

体化，如何将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制图基础课程的学习有效的衔接起来便

显得尤为重要。 

2.1  理清职责深入调研 

当前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学生有着广阔的就业前景，但是往往完

成由学徒工到熟练工种的转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其中在学校的学习

过程与企业衔接的是否紧密，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作为

汽车专业的教师必须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要做到与时俱进。必须要理

清职责，明确字的目标任务，有了这个出发点，接下来便是企业深度的

调研。通过企业调研我们会得到来自于市场的第一手数据与资料，能够

清楚的看到市场的需求。调研要带着目的去，而这个目的就是我们怎么

样培养学生的目标和任务。明确我们的职责就是理清我们的目标，我们

要培养的学生就是市场当前或者今后一个阶段需要的技能型人才[1]。 

2.2  梳理课程  任务衔接 

汽车专业的学生最初由汽车制图的学习到最后汽车机械基础以及

故障诊断与维修层次的递进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汽车机械制图扮演着“地基石”的作用。教授汽车制图不是单一的

完成课本知识，更重要的与后续课程衔接上要更加紧密。如在汽车制图

的后续课程中会涉及到齿轮、带传动等等专业知识，而齿轮和带传动在

汽车基础课程的设置中大多是通过理论或者很少量的实践去讲解，在这

里就需要我们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仔细研究后续课程，如果能在汽车

机械制图的讲授过程中就将汽车机械基础的载体零部件引入进行讲解，

在可行的条件下再配以实物现场进行左视图、主视图、轴测图等等讲解，

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有抽象的想象变为实际的探索式的学习。学习

的兴趣和效率便会大大的增加。 

2.3  设置任务  形成体系 

在汽车机械制图的学习过程中，每一章节的学习都是一个特定任

务。在特定任务的学习过程中，要注重情境化的转化，要把所教的与我

们实际所学的完整统一的结合起来。以企业生产实践实际中的任务来编

排课程，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就以企业实际的生产过程和环节展开，这

样就完成了制图企业化任务的设置。其次我们要做到既强调理论与实际

的结合，又要做到与岗位的对接，更重要的是采用六个步骤（“咨询、

决策、计划、检查、评价”）的教学过程，精心设置这六个过程构建学

生逻辑思维的体系[2]。这就使得汽车制图专业课程的教学结构的合理化

设置更有针对性。 

三、“工学结合”汽车制图开发实践案例 

将“工学结合”这一理念融入到课程的编排和教育教学结构的设置

上，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借鉴意义。笔者在实际的上课过程中，首先

在对全书以及整个专业课程深度任认知的基础上完成了由简单到复杂

的内容编排。其次在内容编排的基础上做到与后续课程的紧密衔接，后

续课程零部件的学习成为制图课程认知、画图方法的模型。在此模型上

进行讲解，以更加实际的汽车零件，更加逼真的场景学生才能够更容易

的理解与加深印象。课程内容顺序的编排均要符合“由浅入深、由易到

难”的认知性思路，同时也符合企业员工人才培养的岗位晋升性思路。 

四、建议 

“工学结合”作为一种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内容编排模式，在实际的

课程内容设置中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有着很

强的顶层设计理念。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一个传授与吸纳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单纯的学和做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

的需求，改变以往传统的课本知识内容将知识架构与后续课程与后续的

企业实践中的实际岗位结合起来，重构起一种特定的符合工学结合模式

的新型授课理念和授课方法才是符合现代课程改革理念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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