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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对于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实践教学作为技术应用型高校凸

显其教学特色、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平台，其教学内容和模式迎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本文分析了技术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的特点，剖析了现有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结合当

前汽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新技术和新趋势，提出了对应的改革举措和建议。旨在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育

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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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dustry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training mode of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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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l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Prac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echnolo-
gy-applied universities to highlight their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engi-
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ts teaching content and 
mode ar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technology-applied universiti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combi-
nation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rend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technolo-
gy. It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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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明确了以新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将对工程科技人才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加快

工程教育的改革创新[1]。同年，教育部号召各高校对新工科进行研究与实践[2]，通过提前布局工程科技

人才培养的新概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和新系统，建立先发优势，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强、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在此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空间技术等新技术驱动产

业、业态进行变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主动应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国内工程教育发展形式和服务国家战略，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

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要求推进“新工科”建设。此举是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

特征的新经济的需要，是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的需要，是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

更是提升国家硬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技术应用型大学作为一类定位和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普通本科院校，其主要特点包括：面向

区域经济发展办学，办学定位突出地域性和行业性；学科专业建设具有行业、职业和技术的定向性和地方

性；课程体系以应用能力培养为重，教学方法集实践性、针对性、综合性于一体；师资队伍凸显应用型特

征[3] [4]。由此可知，在技术应用型高校推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不仅是其办学定位和特色的需求，更是为

了满足新技术和新产业的需求。新工科背景下，实践教学作为技术应用型高校凸显其教学特色、培养具有

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平台，其教学内容和模式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5]。在面对世界新

经济重大变革中，汽车产业呈现出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及共享化等“新四化”发展趋势，车辆工程领

域内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变革正悄然兴起[6] [7]。为加快培养新兴领域工程技术人才，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

业，主动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人才培养，提高新形势下的车辆工程实践教学质量，促进新工科在技术应

用型高校的发展，本文在新工科背景下，对技术应用型高校车辆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探究。 

2. 技术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的特点及现有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剖析 

实践教学作为技术应用型高校教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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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

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对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实践教学是实现技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内在要求。技术应用型高校根据社会需求

和学生就业确定其人才培养目标。按照人才培养要求，对于技术应用型本科高校，其实践教学存在以

下特点： 
其次，技术应用型人才知识技能结构具有应变、综合和创新的特征。因此，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

实践教学主要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中心，强调以实训和综合训练为主的工程技术实践和高新技术应用。

其各实践教学环节应围绕“工程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层层递进、逐步提高，各环节间具备相应的衔

接性和连贯性。 
再次，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强调人才于市场直接接轨，因此，其实践教学内容应与实际工作内容紧

密联系，以反映当今现代技术的应用和快速更新为主。 
最后，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技术应用能力，其专业技能的内涵是智力技能

与动手技能相结合，并侧重与创造性智力技能。因此，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践教学注重反映现代科

学技术成果的实验技术和新的实验方法的应用，并且强调实践教学方式的开放性、主体性。 
对于新工科背景下的技术应用型高校，结合当前国内车辆工程实践教学模式，通过调研文献[8] [9] 

[10] [11] [12]，总结得到当下的车辆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实践教学内容陈旧与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新工科背景下，汽车产业呈现出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及共享化“新四化”发展趋势，传统的车

辆工程实践教学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汽车新技术的发展需求，实践教学内容相对陈旧，缺乏对汽车新

技术的呈现；同时，大多数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停留在教师现场演示、学生重复操作的形式上，导致学

生在实践过程中缺乏主动思考和研究。 
第二，实践教学与理论课程教学匹配不合理 
当前，很多车辆工程专业普遍以大量的理论教学为主，少量的实践教学为辅。课程知识与实践体系

中很少有将“实车”作为对象，教学环节中多采用单纯的理论计算和校验，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和

动力，达不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同时，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开展时间缺乏系统的、科学的创新培

养体系指导。 
第三，实践教学与实际生产应用存在脱节 
当前，车辆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更多是依据理论教学需求设置，其主要功能更多的是助于学生理解和

掌握理论教学的相关内容。实践教学内容的设置依据是单纯的以理论教学为主，忽视了当前新技术发展

和行业变革的需求。 
第四，缺少科学有效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机制 
实践教学的开展并非只是为了配合理论教学，帮助学生完成理论到实践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实

践教学，让学生真正能够运用学习的理论知识，通过实践练习，掌握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但现有

的实践教学模式和内容相对固定，由于缺少科学有效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导致对实践教学模式和

内容的调整无法做到有的放矢。 

3. 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举措 

实践教学作为技术应用型大学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的重要标志，是体现办学特色的关键环节。在新

工科背景下，只有深入研究技术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特点，深化改革、积极落实，才能贯彻“以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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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培养合格的本科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针对当前技术应用型高校车辆工

程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举措： 
第一，从实践教学内容上进行调整 
为密切联系行业发展需求，针对当前汽车产业呈现出的“新四化”发展趋势，对传统的实践教学内

容进展调整。适当缩减关于传统内燃机汽车的结构及维修等实践内容，增加当前关于电动车、智能网联

汽车等新技术的实践教学，在注重基础内容教学的前提下，增强培养学生对于汽车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 
第二，从实践教学形式上进行改革 
现有的实践教学体系中，大部分是以实验室零部件拆装或台架测试为主，很少结合实车，对学生展

开系统的整车设计及分析教学。技术应用型高校应注重理论教学与实际产品的联系，以实践行动为导向，

针对不同层次和年级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结合学生对应的课程理论基础，鼓励参加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Baja
大赛、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全国智能汽车大赛等紧密联系实际应用的“实车”综合实训平台[13] 
[14]，从实践创新项目的组织、预算、实操、加工和管理等一系列系统性内容，全方位培养并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倡导主动实践，鼓励自我学习。 
第三，注重实践教学与汽车产业发展需求的紧密联系 
汽车领域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变革促使汽车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发生的了重要变化。传统模式下

培养的汽车专业人才无法满足汽车产业的要求，及时有效的与汽车企业共建产学研实践基地，实现汽车

专业人才的校企联合培养，将实践教学扎根于汽车新技术的发展和汽车产业的需求。 
第四，注重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适时对实践教学进行调整 
实践教学的本质是巩固汽车专业人才的基础理论知识，提升汽车专业人才的实践动手能力，学生解

决实际应用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实践教学的成效。构建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实践动手能力鉴定为依据的科

学评价体系，对实践教学的效果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及时的落实和处理实践教学中出现的不足，适时

对实践教学进行调整，以保证实践教学的具体执行最佳效果。 

4. 结论 

汽车工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支撑性产业，其发展中出现新技术和新趋势，对高校汽车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15] [16]。实践教学作为技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培养契合产业发展需求、实践动手能力强、创新与协作能力强的汽车专业高素质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实践教学应该跟踪行业发展需求，及时对实践教学内容做出调整；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引导学生基于不同类型的“实车”平台，开展综合实践锻炼；同时加强与企业的紧密

联系，推广落实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基于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反馈，构建实践教学的反馈调整闭环体系；

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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