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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汽车评估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将虚拟仪器技术引入课程教学过程中，具体阐述了如

何将虚拟仪器技术引入教学设计，帮助学生直观了解并掌握汽车价值评估的方法及原理。通过对已授课

的往年三届学生展开教学效果调研，调研结果表明这种教学方法行之有效，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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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ourse of Automotive Evaluation teaching,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Method of teaching design is ela-
borated specifically, helping students intuitive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automobile value evaluation. Through the teaching effect investigation on the studen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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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three years,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effective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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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汽车评估学》是我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对学生的综合知识与能力要

求高，强调知识的综合应用。我校《汽车评估学》课程主要聚焦对二手车的评估，适用于从办理完注册

登记手续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汽车。该课程虽已开设多年，但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表现在：1) 课程系统化欠佳。由于汽车评估学课程涉及到的知

识点较多，涵盖范围广，且知识点之间衔接度不够，融会贯通难度大；2) 学生实训经历不足。由于实训

设备昂贵而经费有限，实训设备不充足，导致学生缺少专业实训机会，实践环节难以开展、导致理论知

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衔接落差大，技术落地难的局面，这是国内很多兄弟院校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3) 课
程内容滞后于实际汽车服务行业。一方面是所用教材比较陈旧，另一方面是由于汽车服务工程的专业技

术滞后于汽车制造行业的发展；4)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度不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将虚拟仪器技术

引入教学过程中，本文具体阐述了虚拟仪器技术引入课堂教学的教学设计，并用实际教学案例说明虚拟

仪器技术在《汽车评估学》课程中的实现过程，最后，通过对往年三届学生进行了教学效果教研。实践

证明，此次教学改革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而且学生的优秀设计又可以反哺课程教学，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对讲授相似专业课程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虚拟仪器引入课程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为了让老师引导学生动起来，应综合学情特点、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而定。我校《汽车

评估学》课程是面向全体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开设，先修课程为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故障诊断

等，后续课程为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毕业设计，或直接作为一项谋生技能，如服务于二手车行业或者 4S 店

等。教学目标之一是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能够对二手车价值评估相关问题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并能

够借助编程语言开发二手车价值评估系统，对被评估二手车的价值进行预测及评估。该课程内容主要涉

及到理论学习、实践学习及素质教育三大部分，理论学习主要包括车辆评估的基本方法与原理、车辆技

术状态检查等理论知识；汽车行业相关的政策及法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等方面。实践学习主要通过校

内实践平台完成，设置两个综合实训内容，分别是二手车手续检查及事故车辆检查验、二手车技术状况

鉴定。通过教学组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实现了二手车评估实践环节从无到有的突破，但这还远远不够，

比如，在技术检查中时只是考虑了静态情况，对动态技术情况没有进行检查，另外，设备有限，实训环

节分组进行，每组学生人数较多，这就不能保证每位同学有效加入实践环节中来。另外，有些实践内容

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对车辆动力性能进行检测的相关项目。因此，将虚拟仪器技术引进教学中

是非常有必要的。虚拟仪器引入课程的教学设计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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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virtual instruments into the course 
图 1. 虚拟仪器引入课程的教学设计 

3. 虚拟仪器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将虚拟仪器引入教学中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抽象的概念与方法，可将测试系统、测试方法更为直

观的展现给学生，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概念及方法的理解，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1]。本文以该课程

中成新率估算为例，说明虚拟仪器在本课程中的应用。 

3.1. 汽车成新率的确定 

成新率是反映二手车新旧程度的指标，表示二手车现状与全新状况的比率[2]。它反映了车辆的使用

价值，是二手车价格评估的重要指标。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3] [4]： 

1 240% 60%N N N= × + ×                                  (1) 

式中，N ——综合成新率； 1N ——理论计算成新率， 1N  = 使用年限成新率 × 50% + 行驶里程成新率 × 
50%； 2N ——现场勘查成新率。 

(1) 使用年限成新率 
当车辆的重置成本不高于 6 万元，选用等速折旧法确定其成新率，计算过程便捷，误差较小，计算

公式如下：[5] 

1 100%D
YC
G

 = − × 
 

                                   (2) 

式中， DC ——等速折旧法成新率；Y ——已使用年限(年)；G ——规定使用年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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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的重置成本介于 6 万到 45 万之间时，宜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确定其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21 100%
Y

SC
G

 = − × 
 

                                 (3) 

对于重置成本超过 45 万的车辆，选用年份数求和法确定其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 ) ( )
1

21 1 100%
1

Y

F
n

C G n
G G =

 
= − + − × 

+  
∑                          (4) 

对于使用年份不足一年的部分，需要进行折算，如：使用年份数为 a 年 b 个月的车辆，其成新率计

算公式为： 

( )
1

, 12
a a

aa b
C C

C C b+−
= − ×                                (5) 

(2) 行驶里程成新率 
行驶里程法计算二手车的成新率，使用前提是该二手车的里程数应该是原始数据，而不是调表车，

计算公式为： 

1

2

1 100%X
LC
L

 
= − × 
 

                                 (6) 

式中： XC ——行驶里程法成新率； 1L ——机动车累计行驶里程数(km)； 2L ——规定行使里程数(km)。 
(3) 现场勘查成新率的确定 
现场勘查成新率取决于评估人员对车辆现时技术性能的综合评判，主要从整车性能、车身情况、变

速箱性能、发动机性能、转向与制动系统、底盘及电器系统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并按照评分表进行打

分，分值分别对应全新、轻度损伤、中度损伤及重度损伤不同的级别。使用现场勘察成新率，计算公式

为： 

( )2 1 2 3 4 5 6 7 100N α α α α α α α= + + + + + +                        (7) 

式中， 1α ——整车性能； 2α ——车身情况； 3α ——变速器性能； 4α ——发动机性能； 5α ——转向与制

动系统； 6α ——底盘情况； 7α ——电器系统情况。 

3.2. 软件程序设计 

3.2.1. 软件平台 
本次教学改革选用 Labview 作为虚拟软件开发平台。该软件平台主要具备以下优点： 
1) Labview 是一种以图形为基础的程序设计语言，它以拖拉、链接等方式构成了一个数据流图，使

程序设计更加简单、直观。图形化的编程界面，对非专业人员而言，相对容易学习和理解，降低了使用

门槛。 
2) 内部有强大的工具库，包括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控制算法等控件和函数，这些工具提供了丰富

的算法及功能模块，可使建立的虚拟平台功能更加完善。 

3.2.2. 程序方案设计及实现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计算二手车的成新率。需要输入二手车的登记日期、评估基准日、已行驶里程(万

公里)、车辆现时技术状况等，通过对车辆的静态性能、动态性能查验后，选择合理的车辆技术状况等级

[6]，进而计算二手车的综合成新率，为最终计算二手车价值鉴定良好基础。成新率估算的程序流程图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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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lowchart of software program 
图 2. 软件程序流程图 

 
成新率计算界面如图 3 所示。其中，整车性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4 个等级，每个等级

对应不同的分值。车身、变速箱、发动机、转向与制动系统、底盘以及电器系统按照现时状况分为全新、

轻度损伤 1、轻度损伤 2、轻度损伤 3、中度损伤及重度损伤 6 个等级，具体等级依照评估人员现场检查

情况而定。 
以风光 S560 2018 款 1.8LCVT 尊贵型为例计算其成新率。该车新车含税价 9.76 万，里程表显示里程

数为 4.6 万公里，报废规定行使里程 60 万公里，上牌时间 2018 年 4 月，排放标准国 V，已使用年限 5
年 1 个月，规定使用年限 15 年。使用性质：家用，工作条件一般，车辆发生过一般事故，整车性能一般，

车身有喷漆痕迹，电子设备完善。具体参数设置及运行结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560 2018 new rate calculation interface 
图 3. S560 2018 款成新率计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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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效果反馈 

问卷调查设置在期末考试后，通过学习通平台进行。3 次调查中总选课人数 90 人，收到有效问卷 75
份，回收率 83%。问卷内容涉及授课情况、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自我评价等方面，以选择形式发放。如：

您对《汽车评估学》课程的教学目标、知识以及能力培养要求了解的程度。设置选项为：非常清楚、清

楚、不太清楚、不清楚。课程目标达成度方面如：能够对二手车价值评估相关问题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

并能够借助 Matlab 或 Labview 编程语言开发二手车价值评估系统，对被评估二手车的价值进行预测。设

置选项为：好、较好、一般、差。关于“能够对二手车价值评估相关问题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并能够

借助虚拟仪器开发二手车价值评估程序，对被评估二手车的价值进行预测”的问题，88%的学生认为好

或者较好，12%的学生认为一般或者差(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Students’ accept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virtual technology into course instruction 
图 4. 学生对虚拟技术引入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 

 

 
Figure 5. Students’ self-assessment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program 
图 5. 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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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对《汽车评估学》课程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的问题，70%的学生认为好，30%的学生认为

较好或者一般或者差(如图 5 所示)。 
根据教学效果反馈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虚拟仪器引入《汽车评估学》的教学改革是持肯定态

度，该教学方法可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与创新能力。同样的方法可以应用于二手车折旧率、

二手车价值预测、车辆性能评价等知识点讲述过程，课堂教师讲授理论知识，虚拟平台搭建以作业的形

式下发给学生，要求学生在上一届同学完成情况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对现有的虚拟平台进行

完善与优化。这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能为课程教学积累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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