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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的教学过程进行重新设计，以工作岗位需求为基础，采用行动导向教

学方法，依据真实的工作环境来模拟教学环境，构建起多元评价体系，建立新型的教、学关系，帮助学

生掌握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职业操守等，最终形成良好的职业能力；再以典型任务“火花塞

的检修与更换”为例，阐述教学实施过程，并结合多方面的反馈发现课程实施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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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designs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engine structure and maintenance” course.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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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b demand, it adopts the action 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simulates the teaching environ-
ment according to the real work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s a multiple evaluation system, estab-
lishes a new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lationship, and helps students master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required by the job. Finally, good professional ability will be formed; Tak-
ing the typical task “repair and replacement of spark plu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combined with various feedback, it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is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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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汽车专业主要培养汽车市场需要的并能够适应汽车技术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伴随科技水平的

提升，汽车质量及技术含量逐渐提升，就业岗位也随之更新，人才要求复杂化、高端化。传统的课程教

学模式、内容已远远落后汽车市场及汽车新技术发展对学生的需求，高职学生首当其冲，由于他们在校

时间短，课程学时相对较少，专业课程学习大部分是“点到为止”，不利于学生学习与自我发展，课程

改革成必然趋势。 

2. 岗位需求匹配下课程改革与实践背景及意义 

2.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主要培养社会、行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1]。近些年，高职教育蓬

勃发展，新院校不断设立，高职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但这种扩招使得学生入学分数线下降严重，入校学

生的基础普遍较差，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对汽车类的理工科课程更是不感兴趣，使得课程教学难以开

展。 
同时，据相关数据显示，近些年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6%，但是学生对口就业率较低，有 65%左

右的毕业生从事的是非本专业工作，企业需要对这些毕业生进行再培训。其主要原因正是由于高职院校

的专业课程教学不合理，违背职业教学的目标，影响学生能力的形成。所以，高职课程教学亟需进行改

革。《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是汽车类专业的职业技能必修课，其是一门理论知识丰富、实践操作性

强的专业课；同时，汽车技术也在快速更新、发展，如何满足市场对汽车专业学生的需求，对本课程的

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将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岗位工作任务与《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

进行有机结合，寻求一种合理的教学模式，切实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对提升高职汽车专业教学质量有

重要意义。 

2.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增强教学与职业需求的结合度、匹配度，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与模式，课堂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过分依赖教材，采取

满堂灌的方式，不能体现出汽车专业课程应用性的特点[2]。教学没有与专业及未来职业特征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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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与职业需求相互融合，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更不知如何将职业能力与课程学习联系起来，学生所学

知识、技能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学生对口就业难度较大。 
基于岗位需求的《发动机构造与维修》的学习任务对应实际的工作任务，学习过程对应于工作过程，

学校好比工厂，上课就如同上岗，能够有效实现毕业学生与岗位的零距离衔接。本课程设计能够打破成

规，将学生自身能力与个性有效融入到知识的构建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自主构思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更能够加强学生的创新力、职业竞争力。 

2.3. 明确教学目标，为快速发展的汽车维修行业注入新生力量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汽车行业得以广泛应用，线上服务平台、手机 APP 等不断涌现，

汽车维修行业逐渐平台化，汽车维修行业形成丰富的产业链。同时，智能化、信息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汽

车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锻造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联网等新技术的基石。汽车市场紧跟行业

趋势，不断推出新技术、新服务，让顾客享受到更舒适、节能、便捷的生活。为此，汽车专业课程教学

必须紧密围绕行业需求、岗位需求。 
目前，高职教育还存在参照本科院校教学的现象，与职业教育办学要求不符。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

响，教学内容固化，教学形式落后，教学评价单一[3]。而课程设置如果与工作任务匹配，学生通过完成

某一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对相互关联的学习领域进行系统学习，学生能够体验完整的工作过程，逐步

从学习者到转换到工作者，获得某一职业的从业能力。 

3. 汽车维修岗位人才需求特征 

3.1. 知识要素 

在知识要素方面，岗位需求主要集中于掌握“汽车结构”(25%)、“工具/量具/使用”(20%)、“检测

设备/仪器操作规范”(25%)、“电器”(15%)、“方法”(15%)，具体包括汽车零部件生产工艺、汽车维

护方法、系统的检修、总成更换与检测、系统调试与检修等多种技术。熟练掌握汽车维修及调试检测技

术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毕业生在岗位竞争中的优势资本。 

3.2. 能力要素 

在能力要求方面，大多数汽车维修岗位要求至少具备三个能力，一些企业更注重员工的全面能力。

企业注重一个员工在群体中表现的工作能力，如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合作能力、责任担当能力等。另

外，企业也要求员工能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如表达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抗

压能力等[4]。 

3.3. 经验要素 

从经验要求来看，汽车维修岗位的工作要求主要是 2~5 年。汽车行业人才需求量较大，从业人员偏

向年轻化。针对校招岗位，企业注重对汽车维修检测业务规范及熟悉，具备仪器、设备等实际使用经验

的求职者。 

4. 岗位需求匹配下《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改革 

4.1. 确定专业岗位及工作任务 

为确定本课程的方向，采用调查法、实地考察法，通过校企合作，深入企业调研汽修专业的岗位群、

岗位工作任务要求等，再结合本专业毕业学生的信息，确定汽修专业的主要岗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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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st group and task of auto repair specialty 
表 1. 汽修专业岗位群、工作任务 

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汽车维修工 发动机拆卸、装配、调整；底盘拆卸、装配、调整； 
发动机故障的诊断和处理；底盘常见故障的诊断和处理； 

汽车机电维修工 汽车电器设备拆卸、维护；汽车电器设备的检修； 

钣金工 汽车车身钣金、修复 

喷漆工 汽车修补、涂装、面漆调制 

维修前台接待员 维修车辆的接待 

质检员 维修过程检验；维修竣工检验 

汽车配件管理员 汽车配件管理 

4.2. 选取课程教学内容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表明该课程为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专业技能核心课程，然后结合分析

得出的汽修专业的岗位群及工作能力要求最终确定本课程的内容。传统的教学是根据教材上每一章的内

容来设计的，学生学完知识后总觉得是纸上谈兵，不知道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更不要说将其运用在实际

的工作中。而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设计，是以典型的工作任务为基础来组织教学的，学生在完成实际任

务的过程中学习、理解各个知识点，并掌握相关的技能点。在校企合作、深入企业调研、走访汽车行业、

与专家座谈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职业意义、未来的职业任务等要求，确定了《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

程的九个学习任务(学习情境)，每个学习任务都依托真实的汽车发动机的故障检修，真正做到“教、学、

做”一体化。 
本课程的学习任务主要包括汽车维修企业认知、汽车维修客户接待、火花塞的检修与更换、气缸盖

及气缸体检修、配气机构的检修、曲柄连杆机构的检修、润滑系故障诊断、冷却系故障诊断、发动机装

配及竣工检验。设计学习任务或情境时主要遵照简单到复杂、单一到综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

序化，以便满足高职学生的认知规律。 

4.3. 创设学习情境 

根据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以及维修工艺要求，将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分成 9 个学习情境，其详细情

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eaching situation design 
表 2. 教学情境设计 

学习情境 任务 

情境 1：汽车维修企业认识 任务 1：学习方法介绍 任务 2：汽修企业初步认识  

情境 2：客户接待 任务 1：接待顾客报修 任务 2：相关参数登记  

情境 3：火花塞检查与更换 任务 1：火花塞的更换 任务 2：高压线的检验  

情境 4：缸盖、缸体检修 任务 1：拆卸气缸盖 任务 2：缸盖、缸体平面度检测 任务 3：气缸圆度、圆柱度测量 

情境 5：检修配气机构 任务 1：气门组拆卸 任务 2：配气正时记号认识 任务 3：检测凸轮轴 

情境 6：曲柄连杆机构检修 任务 1：曲柄连杆机构拆卸 任务 2：曲轴、气缸磨损检测 任务 3：活塞组检修 

情境 7：检修润滑系故障 任务 1：拆卸分解机油泵 任务 2：检修机油泵 任务 3：更换机油 

情境 8：检修冷却系故障 任务 1：拆卸水泵 任务 2：检修节温器 任务 3：检修散热器 

情境 9：装配发动机、竣工检验 任务 1：组装发动机 任务 2：磨合发动机 任务 3：发动机性能台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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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岗位需求匹配下课程教学实施与效果 

5.1. 教学实施 

5.1.1. 教学模式 
文章以“火花塞的检修与更换”为例，以工作页的形式进行，将该任务通过“接车→分析车辆故障

→维修方案设计→维修作业→质量检验→车辆交付”六个步骤开展教学，工作页设置一系列引导性的问

题，指导学生进行一体化学习。本任务的工作页内容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ntent of working page 
表 3. 工作页内容 

学习任务   火花塞的检修与更换 
学习目标： 
学时： 
内容结构： 
学习任务描述： 
1) 学习准备 
a) 接车 
引导问题 1：服务顾问(SA)在接车时，需要登记哪些有效信息？ 
b) 初诊 
引导问题 2：....... 
c) 收集汽车故障信息 
引导问题 3：....... 
引导问题 4：....... 
2) 计划与实施 
a) 制定维修方案 
引导问题 5：...... 
b) 实施维修作业 
引导问题 6：....... 
引导问题 7：....... 
c) 质检 
引导问题 8：....... 
d) 验收交车 
引导问题 9：....... 
3) 评价反馈 

 
本课程的教学过程采用“一体化、四结合、六步骤”的模式，“一体化”，即为一体化教学；“四

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结合”、“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结合”、“教

室与车间结合”。“六步骤”，是指从接待客户到维修作业结束交车的六个过程[5]。 

5.1.2. 教学方法 
1) 实物展示法  
在生活中学生很少能看到发动机内部结构，实物展示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发动机内部构造及零部件

组成，进而才能更好地掌握发动机工作原理及维修技能。 
2) 任务驱动法  
任务驱动法是将课程知识点融入到具体工作任务中，富有挑战的任务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在

完成任务活动中增强自信心。学生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中，更能牢固地掌握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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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训练法  
模拟训练法是任务驱动法的延伸，主要模拟岗位工作中的独立任务，把任务内容、标准、完成要求

等发放给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促进个人特色的形成。教师进行全程跟踪，发现问题及时指出，

任务完成后进行评价、总结。 

5.1.3. 评价方法 
本课程主要采取学生自主评价、小组评价为主，教师评价为辅的方法，各部分评价详细比例如表 4

所示。 
 

Table 4. Evaluation form 
表 4. 评价表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年  月  日 

学习任务名称 
 

任务完成情况 

是 否 

自 
我 
评 
价 

(50%) 

1 按时上、下课   

2 着装规范   

3 能独立完成工作页的填写   

4 能利用网络资源、维修手册等查找有效信息   

5 能叙述火花塞的作用、类型、组成等   

6 正确使用拆装工具、量具等   

7 会进行火花塞的拆卸与安装   

8 会进行火花塞的检查与调整   

10 学习效果自评   

11 总结与反思   

小 
组 
评 
价 

(30%) 

1 小组讨论中积极发言   

2 能积极配合小组成员完成工作任务   

3 在火花塞的拆装、检修操作中的表现   

4 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5 安全意识与规范意识   

6 遵守课堂纪律   

7 积极参与汇报展示   

教 
师 
评 
价 

(20%) 

评语： 

 

 

 

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5.2. 教学效果 

对“火花塞检修与更换”教学设计的评价，主要从教师、学生及企业几方面进行跟踪评价。 

5.2.1. 教师的反馈 
就上课而言，实验班有 80%的学生专心听讲，而普通班只有 67.57% (表 5)，明显低于实验班，由此

可见，本教学设计确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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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lassroom comparison 
表 5. 课堂情况对比情况 

类别 
班级 认真听课 逃课 上课睡觉 上课玩手机 总人数 

普通班 
人数 25 3 4 5 37 

百分比 67.57% 8.11% 10.81% 13.51% 100% 

实验班 
人数 28 2 2 3 35 

百分比 80% 5.71% 5.71% 8.58% 100% 

5.2.2. 学生的反馈 
1) 学生对设计方案的反馈 
在实验班开展教学设计方案调研，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影响两大方面，大多数学生认为该教学

设计实用，比以前的方法更有效，更能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详细见表 6，表 7。 
 

Table 6.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表 6.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评价情况 

等级 
方案 优 良 中 差 总人数 

教学内容 19 11 1 2 33 

百分比 57.58% 33.33% 3.03% 6.06% 100% 

 
Table 7.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influence 
表 7. 学生对教学影响的评价情况 

等级 
方案 优 良 中 差 总人数 

教学影响 20 10 2 1 33 

百分比 60.61% 30.30% 6.06% 3.03% 100% 

 
2) 学生的测试情况 
针对实验班、普通班的课堂测试，其结果显示实验班总成绩的平均分为 80.03，普通班为 70.59，如

表 8 所示。 
 

Table 8. Classroom tests 
表 8. 课堂测试情况 

类别 
班级 人数(人) 总分(分) 平均分(分) 

实验班 35 2801 80.03 

普通班 37 2612 70.59 

5.2.3. 企业的评价——认可度提高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为了考查课程改革是否满足企业需求，课题组向运用新课程培养出的

学生实习、就业单位发出 200 份调查表，要求企业对学校本专业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数据显示：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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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率达到 97%，由此说明基于工作岗位需要的课程模式是符合企业工作过程实际需求的。 

6. 总结 

岗位需求匹配下的“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设计能够紧跟发动机的新技术，实现课程教学内容与

技术发展的无缝对接；能够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资源，按“六步骤”组织课程教学，实现课程教学与工

作岗位、职业环境无缝对接；将课程与职业相融合，课程目标与能力目标保持一致，课程考核与技能认

证相结合，更注重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实现课证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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