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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刍议汽车驾驶教练能力的提高途径 
◆王建华 

（军事交通学院汽车士官学校训练管理系  安徽蚌埠  233011） 

 
摘要：汽车驾驶教练员的核心能力应为“汽车驾驶教练能力”，汽车驾驶

教练能力的形成与提高亦应为教练员培训的重点与核心。从教练员培养

的实践看，要提高教练员的教练能力，应在熟练掌握了场地和道路驾驶

教练程序方法基础上，进一步从活用方法、基础技能、心理素质、应对

偶然事件、培养创造力等方面入手，反复锤炼、精雕细琢，提高学员的

驾驶教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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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汽车驾驶教练员的驾驶教练能力，是指在教学中运用多
种方法手段，充分发挥学员自身潜力，使其学会自如的调整心理
状 ，灵活的处置训练中的情况，高效的完成教练任务。 

一、灵活运用教练方法 
科学、灵活地选择教学方法与手段，艺术性地运用到教练实

践之中去，是教学能力提高的具体体现。学员应学会紧密结合教
学实际，根据受训对象、内容、教练的环境和设施，自身特长等
具体情况，做到因人施教，灵活施教。灵活运用教练方法要着眼
于教和练两个方面:一是从教的方面注意多种教法的有机结合。
二是从练的方面注重多种方法结合并用，适时调整。任何一种练
习方法都有其特殊的运用时机和场合，各有长短。因此，教练员
应根据课目特点、人员层次、素质情况、结合天候、地形等因素，
不拘一格地适时调整不同的训练方法。穿插运用分解、连贯、变
换等练习方法，采用不同的组训形式，不仅要善于将自己的“教”
和教练对象“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运用自如、得体，而且
要充分体现发现和纠正错误动作的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二、苦练基础技能 
教练员的基础技能基础技能过硬，对提高驾驶教练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一是注重仪表美。良好的仪表来自平时的养成，日常
训练中应注意衣着严整、端正教姿、适时调整表情与神 等。二
是注重口令运用。“三分动作，七分口令。”但要将它运用好却也
不容易。喊好口令是教练员门面功夫的又一重要内容，是驾驭和
控制训练场面的重要手段，是协调教练对象行为和激发士气的重
要因素。三是练就过硬“绝活”。我们常把一般人难以完成的动
作、技能或是某种有效的方法称为“绝活”，主要包括过硬的驾
驶操作技能、精准的讲解示范技能、精干的总结归纳技能等。所
以，拥有“绝活”是教练能力提升具体体现，是教练活动中的无
价之宝。它有助于树立教练员的自信心和威信，激发教练对象苦
练技艺的积极性。练就过硬的“绝活”，不是一般训练和钻研就
能得到和实现的。需要下一番苦功，洒几身汗水，也要依据大纲
和教材规定，不能脱离实际另搞一套。 

三、磨练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指人的意识、思想、情感等内心活动的特有的品

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当的调节方法，对教
练能力的提高来说非常重要。教学中可从以下方面磨练学员的心
理素质：教练员可用下述方法进行调整:一是增强自信。自信是
敢于拼搏、一举成功的根本保证。坚决克服灰心丧气的消极情绪；
二是要调节心 。学员要学会随时调整自己的心 ，当情绪低落
时可回想一些以往高兴的事，情绪激动时也要思考下可能会发生
哪些问题及应对措施。三是适应各种环境。这里的环境即包括训
练环境也包括教练对象环境，即能根据外界各种环境的变化随时
调整思路，理出应对措施，正常开展训练。 

四、应付偶发事件 
汽车驾驶教练是由多因素构成的活动，而这些因素又处在经

常的变化之中，如时间、天候、地点、设置条件的变化，标准与
要求的变化，意料之外的偶发事件的发生等。都会对教练活动带
来影响。学会机智灵活，快速应变，做出合乎实际的应变举措，
沉着应对，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把偶发事件带来的影响降
到 小程度，是教练能力提高的又一体现。 

汽车驾驶教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很多，教学中可设
置几种常见的偶发事件练习学员的处理能力。一是讲解失误的处
理。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应沉着灵活地采取应变措施，进行纠正
化解错误，再按正常思路讲下去。如果失误较小，不会立即被教
练对象察觉时，应将错就错，运用反证法、反问法，再通过分析
推理引出正确结论来；二是动作失误的处理。教练过程中出现动
作失误是有可能的。当不小心出现了动作失误，这是常有的事。
此时，可随机应变地发问:刚才我的动作做得是否正确?下面，我
找一位同志给予纠正。这样做，既使教练对象进行了思考，又进
行了正误对比，还为自己的再次正确示范作了铺垫，不露声色地
掩盖了示范失误；三是天候变化，装备故障的处理。在训练场上，
天气变化或装备发生故障的情况时有发生。训练前，应周密计划
并结合自己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可能出现的上述情况做到预先有
准备。如多准备一个应急教案腹稿，做好对可能出现的以外状况
的应急补救预案，根据天候情况准备雨具或选择有利地形等。总
之，要学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应变能力的磨练，克服情
况变化造成的困难，分析情况变化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才
能自如地应对偶发情况，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将教练活动进行下
去，提高自身的教练能力。提高教练能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在培训期间的教学不能一一涵盖，这就要求学员一定要在平时教
练活动中多观察、多积累，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提升能力
方法，为保证教练活动的顺利进行、教练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 

五、培养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汽车驾驶教练能力形成的催化剂、倍增器，训练

过程中要正确引导学员积极思考和探索，善于发现、研究训练问
题，不满足现有的知识和现成的结论，不盲目迷信和崇拜权威，
不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敢于质疑。一是摆脱单纯模仿形式，对
示范人员的示范和教员的示教作业，要吃透内涵，领会实质，学
会对所见、所听的东西加工整理，将别人的东西转换为自己的东
西，切勿机械的学；二是主动作为，要勤于思考，多想想“我该
怎么做、我能怎么做”，善于总结教练方法，梳理训练问题，积
累训练经验，形成自己的教练风格；三是勇于创新，要积极探索
教练工作，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跳出小圈圈，在教练方法上敢
于创新，能够独立设计新教法，提高自身教练能力。通过培养学
员的创新精神，完善汽车驾驶教练能力形成结构和过程，提升汽
车驾驶教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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