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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汽车运用类课程的理论—实验一体化教学模式 
◆袁晨恒  何义团 

（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重庆  400074） 

 
摘要：针对汽车运用类课程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本文提出

了一种理论与实验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详细介绍了一体化理论-实验教

学模式的实施内容与方法，并对每个教学内容、能力培养目标、教学方

式等情况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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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汽车运用大类课程主要包括《汽车运用工程》、《汽车构造》、

《汽车测试技术》、《二手车评估与鉴定》等，都是应用性和实践
性非常强的课程。与这些课程相关的本科专业包括汽车服务工
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能源与动力工程（内燃机方向）、工
程机械等。包括我校在内的大部分高校，在这些课程的教授过程
中，普遍采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践环节（例如发
动机拆装实践）的模式。然而这种理论-实验-实际教学模式存在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1-2]。为了有效克服传统教学模式
的弊端，本文介绍了一种适用于汽车运用类课程的一体化理论-
实验教学模式。 

2.传统理论-实验教学问题分析 
汽车运用类课程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特点，传统理论-实

验教学模式有着严重的教学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验教师和理论教师缺乏沟通，实验与理论教学容易

脱节。 
实验课通常安排在理论授课之后，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理论知

识后进行实验验证和创新实践，因此留给实验教学的时间并不
多，在课程的安排上就必须更加紧凑，而理论授课一般由多个教
师承担，授课进度上有所不同。如果实验和理论教师缺乏沟通或
沟通不及时，就会出现理论授课进度快的班，相应的实验课滞后，
学生做实验时必须先自行复习理论知识，但一般缺少这种自觉
性，导致实验效果不好；另外，在理论授课进度慢的班，可能出
现理论知识还没有学习就开始相应的实验，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的情况下去做实验，失去实验的意义。 

（2）学生对实验课不够重视，教学效果不佳。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与理论教学相比较而言，实验教学

总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实验课学时少、学分低，在学生学年
成绩总评中所占比例低，对其学年排名影响小，导致学生重视程
度不高，存在应付了事的学习心态。 

（3）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教学质量不高。 
理论授课和实验教学独立进行，两者在课程安排上存在时

差。实验课是根据学生理论课课表插空安排，时间是由上实验课
的老师根据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安排的，可能理论课已经过去好几
周了，才开始上相应内容的实验课，学生可能已经遗忘了理论课
程所学知识。并且，这些课程的理论教学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方
式，具有教学节奏快的特点，存在一听就会、一丢就忘的弊端，
学生在理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难以及时在实践中去理解、消化与
吸收，非常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3.理论-实验一体化教学实践内容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我校在汽车运用大

类课程上探索一体化理论与实验教学有机结合的模式，将理论教
学课堂搬进实验教学区，在时间、空间以及人员上高度融合，实
现理论与实验教学一体化。一体化实验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分为课
前准备、课堂实施、课后总结和考核四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实一体化实验教学模式设计 
（1）教学准备： 
新学期排课前，实验教师和理论教师根据大纲要求对新学期

教学中需要进行一体化教学的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并确定教
学课时数，进行新学期排课。在每次课前要进行共同备课，主要
讨论课堂上理论和实验如何融合，确定授课方案。实验教师在课
前还需要准备好相关的仪器设备。 

（2）一体化教学实施： 
理论和实验课在同一教学场地进行，先由理论教师讲解理论

知识，然后由实验教师结合理论知识讲解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
随后学生进行实验操作与学习。实验过程中，理论教师和实验教
师共同指导学生，理论教师着重对学生提出的理论性疑问进行解
答，实验教师重点在实验原理和实验操作上做指导。实验完成后，
实验教师总结分析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理论教师对实验过程
中用到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验结果和数据进行进一步讲解，使学生
更好地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一次授课中，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同时开展时，由于时间比较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有
限，一般只做验证性实验。每一章理论学习完成后，可根据实际
需要，利用一次课四个学时的时间进行综合设计性实验。 

（3）课后分析  
课后，学生完成理论课后作业和实验报告，并分别提交给理

论教师和实验教师批改；教师批改后，在共同准备下一课时，对
上一次课的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并在下堂课上课时进行讲评。 

（4）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理论和实验考题由两名

教师共同研究设计。理论考试题应体现考生对理论知识的运用。
实验考试区分为验证性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考核。验证性实验
采用抽题的方法，现场抽题现场考核，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综合设计性实验分组进行，每组 3~5 人，不
同组选择不同的课题。教师每次对 2~ 3 组学生进行考核，这给
予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实验设计，也有更多的时间对每组
学生进行考评。 

3.结束语 
理论-实验一体化教学模式目标是解决目前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脱节的问题，建立并完善汽车运用大类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
模式，不仅加强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能量，而且提高学生
运用理论知识开展实验实践的动手能力，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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