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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教学的职业院校汽车专业教学研究
韩玉文　王福光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潍坊 261044）

摘要：教师开展智能教学，让学生在具体实训的过程中感受到汽车学习的乐趣，最终达到增强他们汽车维修能力的目的。在本文的

论述过程中，笔者注重将智能教学运用在汽车维修专业中，并构建出具有互动性、实操性以及趣味性的维修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提升他们的综合实训能力。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注重从智能教学在职业院校汽车专业的运用方面、注意点

以及教学策略三方面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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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修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智能教学引入汽修课堂，

为学生搭建展示个人思维的平台，让学生在智能化的学习过程中

获得综合实训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汽修职业素养的形成，提升

他们的综合维修技能。

一、智能教学在职业院校汽车专业的运用方面

（一）将智能教学运用在“教学设计”中

众所周知，汽车维修教学的本质是提升学生的汽车故障排除

能力。这需要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实训能力以及科学的汽

车思维。为此，职业院校教师可运用智能教学开展教学，即设计

多种形式的汽车教学模式，比如电气设备的特点教学、具体的故

障排除操作等等，真正让学生融入相应智能教学中，感受到智能

教学的便捷性、趣味性，真正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训，促进学生综

合实训能力的提升，发挥智能教学的积极作用。

（二）将智能教学运用在“教学目标”中

汽车维修教学的目标是一是提升学生的汽车故障诊断能力；

二是培养他们的汽车思维；三是提升学生的汽车综合实训能力；

四是夯实他们的汽修理论知识。在进行汽车教学目标的设定过程

中，教师可运用“智能教学”方式，设置不同的理论、实训习题，

让学生在完成这些习题的过程中获得扎实的理论知识。与此同时，

教师可运用“智能教学”中的大数据分析各个学生在学习中的漏洞，

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况。在此之后，教师可从整体的角度整

理学生在汽车理论、实训学习存在的问题，侧重找出学生的共性

问题，制定更具有实训性和精准性的教学目标，让学生真正在一

步一个脚印地学习中掌握相应的理论、实训知识，并在故障排除

的过程中，获得综合实训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汽车思维的形成，

让汽车维修专业的教学目标“扎根”。

（三）将智能教学运用在“教学实训”中

在开展汽车维修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将智能教学运用在具

体的教学实训上，构建出具有指导性、实训性的授课模式，真正

让学生在具体的汽车汽修学习中获得综合维修能力的提升。在具

体的运用上，教师从如下几点入手。第一，课前学习理论知识。

在教学之前，教师将实训的内容制作成为微课，并发送给学生。

第二，指导学生学习课下知识。教师可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在

课下学习相应的理论知识时出现的问题。在此之后，教师可对学

生的实训知识进行针对性指导，一方面让学生对具体的理论内容

进行复述，通过学生的复述，发现他们在理论知识盲点，另一方

面可运用智能教学模式讲解汽修知识，并设置相应的操作思维导

图，让学生结合思维导图开展实训学习。第三，开展指导实训。

教师可运用智能教学系统设置实训观测平台，指出、并让学生在

实训中的改正操作问题，促进学生综合实训能力的提升，获得良

好的汽修教学效果。

二、智能教学在职业院校汽车专业的注意点

（一）设置灵活性的教学手段

在开展汽车维修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深入解读汽修教学内容，

并在充分认识汽修内容的基础上灵活设置不同的授课模式。以汽车

维修保养为例，教师可注重从教学实训角度入手，让学生在拆卸不

同的螺丝中中感受力矩的不同，了解实训中的注意事项，提升学生

的综合实训能力。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可运用微课展示常见的维

修保养流程，并组织相应的课堂实训。比如，为了锻炼学生的实操

能力，教师开展“换机油、机滤”实践活动，让学生将微课学习的

内容，运用在具体的实训中提升他们的综合实训技能。

（二）构建层次性的学习目标

在开展汽修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大数据分析整体学生

的学习状况，并结合学生的学习水平灵活设定相应的适合学生个

人的层次性汽修学习目标，让学生在一步步的实训过程中获得综

合故障排除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教师

可运用智能技术与学生沟通，结合他们的实训结果，适时地降低，

或是提升学生的汽车学习目标，使他们真正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

获得良好的汽车学习自信心，提升学生的综合维修能力。

（三）构建激励性的教学形式

在开展智能化的汽车维修实训过程中，教师除了让学生掌握理

论与实训知识外，更需给予学生精神上的鼓励，让他们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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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汽修问题中，感受机修的乐趣，促进学生综合实训能力的增

强。比如，在进行“轮胎动平衡”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智能

教学设置不同的鼓励声音，即“假如你在固定铅块时，更细心一点，

你的操作速度会大幅度提升。”小陈在这种声音的指导下更为细心

地贴铅块。当他看到仪器出现“0”时，兴奋地笑了起来。通过使

用智能教育设置鼓励性的语言，教师让学生在受到鼓励的同时，更

为积极地改正个人的实训学习问题，促进学生综合实训能力的提升。

三、智能教学在职业院校汽车专业的教学策略

（一）运用智能教学，夯实学生的理论知识

为了夯实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能力，教师可将智能教学模式

融入理论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实训的方式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并以学生的实训状况为依据进行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指导，夯实学

生的理论知识。在具体的实训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深入研

究理论知识，另一方面需结合不同学生学习之间的差异性，设置

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授课问题，在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同时，

让他们更为高效地掌握汽修理论知识。

在具体实训的过程中，教师可从如下角度入手：以发动机工

作四冲程为例，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借鉴如

下的步骤：步骤一，展示发动机四冲程的工作动态图。教师可运

用智能技术展示发动机的四个工作冲程（吸气、压缩、做功、排

气），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动态图更为直观地学习发动机理论知识。

步骤二，了解学生学习状况。教师可运用大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况，并以学生的发动机学习问题为依据，合理安排相应实训课程，

提升实训课程开展的高效性。步骤三，进行汽修实训。通过大数

据分析学生的发动机学习问题，教师发现三分之一的学生不能理

解做功冲程。为此，教师开展发动机实训，并让学生通过观察发

动机的做功过程，真正使他们了解“在做功的过程中，活塞向上

移动，进排气门同时关闭，活塞运行到上止点附近，火花塞点火，

燃烧之内出现爆炸。”教师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提升学

生的理论知识学习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具体的实训过程中，

会讲授学生如何使用“汽车故障电脑”，让学生以故障码为依据

寻找发动机的故障位置，提升他们的汽修故障排除能力。通过采

用智能化的授课方式，教师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并使他们在实

训中加深对汽修知识的认知，达到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的目的。

（二）组织模拟实训，提升学生实操能力

汽修是一门兼具理性和感性的学科。理性主要体现在：学生

在故障排除的过程中结合实际一步步探索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

相应的问题解决策略。感性在于：学生可通过故障的排除，获得

解决汽修故障之后的成就感，逐步获得维修自信。为了让学生获

得良好的学习体验，使他们逐渐形成科学的维修思维，教师可运

用智能教学组织相应的模拟实训，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操作要领。

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可以学生的模拟实训问题为依据，进行针对

性的汽车实训，让学生获得汽车维修能力的提升。

以“点火系统”这部分内容为例，首先，理论教学。教师开

展智能教学，即展示点火系统的构成，提升学生对点火系统知识

的认知能力。其次，实践指导。教师可设置相应的动态图（比如

三维立体图），让学生使用模拟工具，进行线上操作（即线上组

装点火系统），使他们掌握基础的拆装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教

师观察学生的安装状况，并以他们的问题为依据进行相应的指导。

再次，开展实训。教师在智能化教学中引入相应的汽车故障现象，

让学生从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进行相应故障的排除，促进他们汽

车维修思维的形成。在学生掌握上述理论知识后，教师组织实训

教学，即让学生参与到点火系统的拆装过程中，使他们“在拆卸

汽车元件的过程中加深对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认知”“在安装汽

车元件的过程中掌握点火系统的维修思路”。在具体的教学实训中，

教师执行如下的步骤：步骤一，展示故障现象。经典福克斯在启

动后，发动机出现规律性抖动。步骤二，排除故障现象。教师安

排学生运用专业汽车维修装置检查发动机出现规律抖动的原因。

在电脑上显示：发动机三缸失火。步骤三，组织实训。教师对学

生说：“你们需要了解点火系统的具体位置，并依次排除每一项

可能的故障。”通过观察学生，教师发现：部分学生通过测量点

火线圈电压的方式，测量到三缸出现点火线圈短路的问题。总之，

通过开展智能化实训，教师可让学生运用掌握相应的点火系统原

理，排除点火系统故障，提升学生的汽修综合实训能力。

（三）构建网络化汽车学习平台，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在开展汽修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网络技术构建相应的汽

车学习平台，让学生在网上独立解决汽修学习问题，增强他们学

习的自主性。在具体的学习平台构建中，教师可以汽车四大构成

为依据建设网站，比如构建发动机学习网站、底盘学习网站、电

气设备学习网站以及车身学习网站。与此同时，教师让学生根据

个人的学习状况针对性地学习汽修知识，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总而言之，在开展智能化汽修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认为应以“智

能化教学为辅”，以“实训教学为主”，一方面借助智能技术让

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实训的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实

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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