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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背景下,分析学情,在此基础上,针对汽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忽视学

生主体,高等数学和力学等基础知识不扎实,教学内容缺乏思政元素和实时性差,学生缺乏主动性,教学方

法和模式单一,考核方式不能体现实践能力的考核。进行了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根据当今汽车工业对

人才知识和实践能力的要求,优化课程内容,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基于MATLAB的项目教学法、

任务驱动教学法和实验室现场教学方法。利用超星平台,进行线上课程资源建设,在此基础上,实施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进行包含实践能力评价的过程化考核改革。经过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思政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并且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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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 analyzing the learning situation, and based on this.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automotive theory courses, such as neglecting student 

centeredness, lack of solid basic knowledge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poor real-time teaching content, lack of student initiative, single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l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at cannot reflect practical abilities, a reform of the course teaching mode has 

been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for talent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we have optimized the course content and reform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e have 

proposed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using MATLAB,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s, and "on-site 

laboratory teaching methods". Utilizing the Chaoxing platform, we have constructed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and, on this basis, implemented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that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We have 

also carried out process-oriented assessment reforms that include practical ability evaluations. Through these 

reforms, we have improved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enhanced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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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汽车工业蓬勃发展,我国的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

市场和用户对汽车行业的人才需求和要求也将越来越高。目前

各大院校紧跟时代发展,均开设了汽车相关的专业或方向,对汽

车理论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也有了新的要求。《汽车理论》课

程是汽车相关专业的核心专业必修课,同时也是后续课程的基

础。课程内容包括汽车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动力装置的参数

匹配、制动性和操作稳定性等部分。是一门从多个角度入手,

对汽车使用性能进行分析,为汽车设计、制造和电子控制等提供

理论依据的一门课程,其涉及到了大量数学建模、评价指标、力

学分析、影响因素等内容。 

要想学好这门课,首先要求学生必须能够掌握汽车理论相

关的基础知识,主要涉及流体力学、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等,还

涉及到了内燃机的原理、汽车的构造等。只有在确保学生的理

论基础能够达标,才能推进后续的教学。其次,对学生的想象能

力也有着新的要求。鉴于课程的学习特点和对学生的要求,传统

的教学模式很难保证课程的学习效果。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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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改革。以超星平台为支撑,进行课程

资源建设,建立线上课程,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互动交流平台。进

行教学模式改革,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了个性

化、因材施教的高效教学模式。 

1 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汽车理论》课程教学中仍然采用以教为主的传统课

堂。课程的理论性强、公式多,内容抽象,课程难度大,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理解困难、学习吃力和学习兴趣不浓的现象,

学生自学能力较弱。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1教学模式和方式单一,教学效果差。目前,《汽车理论》

课程采用线下教学模式,虽然线下教学系统性和连贯性强,但传

统的单向“线性”的知识传播方式和教师“独白式”的教学方

式,忽视了学生群体在教学活动中参与、体验和反馈的重要性。

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程度低,无法形成有效学习,教师拥有绝对的

权威,教师是课堂的主体,教学过程中,过分依赖教材,教师在讲

台上以讲座的方式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听课,这样的课堂学生

不用思考,不会思考,课堂名存实亡。 

1.2教学内容缺乏思政元素和实时性差。教学内容仍然以传

统内燃机汽车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制动性和操纵稳定性等

内容为主。平顺性难度较大,用途较少,占用了一定课时,对于应

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掌握起来难度较大。同时课堂教学主

要讲解理论知识点,缺乏思政元素。 

1.3考核机制不完善。课程教学时,无法跟踪学生的课前预

习情况、课堂参与情况和课后复习情况,只有学生课前做好预习,

上课时才能带着问题来上课,才能跟上老师的教学思路。掌握学

生预习情况,对教师授课方式和教学内容的调整起到关键作用。

通过了解学生课堂练习的完成情况,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才能够有效地提高教与学的质量。 

课程开设至今,一直采用理论终结性考核方式,以课程学习

成绩的体现为准,通过统一标准的命题和相对统一的参考答案

来认定学生的成绩,继而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能体现实践能

力的考核,对于学生其他能力的评价也较为薄弱,考核评价体系

未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实一体”,已经不太符合新时代

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 

1.4缺乏课程资源建设,学生获取的知识碎片化,未形成知

识体系。虽然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信息,但绝大多数是碎片

化的,甚至是错误虚假的,没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无法做到

有效判别和有效学习。进行教学资源建设,可以将互联网碎片化

的知识有效整合,帮助学生形成知识体系。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措施 

2.1“汽车理论”课程内容改革。《汽车理论》课程开设在

大三下学期,根据汽车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培养定位,该

课程有两个模块组成,即理论教学模块和课内实验教学模块。 

2.1.1理论教学模块更新。确定课程内容,制定大纲之前,

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汽车新技术发展现状,汽车行业

近几年出现的新技术和新结构,企业对所需人才的素养、知识和

能力等要求。根据科技发展,不断更新和完善课程的教学内容。

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学情、课程学时及后续专业课程对汽

车理论知识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删减和增设。 

删除了汽车平顺性等难度较大且用途较少的内容。顺应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趋势,增加了电动汽车动力性方面的内容,包括电

动汽车发展现状和趋势,电动汽车(EV)结构和特点,EV的动力性

指标,EV的动力性,HEV的动力性等。还增加了EV经济性方面的内

容,主要包括EV的经济性指标,EV经济性,动力电池的效率,驱动

电机系统的效率,EV经济性计算等。加入了基于MATLAB的计算机

仿真技术应用,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学会使用专业软件MATLAB/ 

Simulink去解决汽车理论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如进行各性能指

标的计算和系统的建模仿真等。在课堂理论知识的教学过程中,

引入思政案例,汽车理论知识模块和对应的思政点如下表所示。 

表1 汽车理论知识模块和思政元素点 

知识模块 知识点 课程思政元素点

模块一汽车动力性

课程概述 正确价值观、荣誉感

MATLAB软件的使用 创新精神,科技强国

动力性能指标计算 工匠精神、理论联系实际

模块二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

研究意义 节能减排、环保意识

经济性指标计算 使命感、责任感

电动汽车经济性 坚持梦想,科技创新

模块三 汽车制动性

制动距离影响因素 法规意识、交通安全意识

制动性和方向稳定性 科学严谨作风

ABS 系统应用 工匠精神、科技强国

模块四 汽车操纵稳定性

侧偏特性 理论联系实际、法规意识

操纵稳定性分析 交通安全意识

ESP 系统应用 工匠精神、科技强国

 

2.1.2课内实验教学模块添加。《汽车理论》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仅依靠理论教学是很难达到教学目标。为此,增加

实验教学模块,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促进

所学的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培养具有科学求实和创新精神。增加如下四个实验：汽车

燃油经济性实验、汽车制动性实验、汽车动力性建模、仿真实

验和汽车操纵稳定性建模、仿真实验。 

2.2线上课程平台资源建设。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要想进行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就要将教学过程和信息技术融

合。利用超星平台的各种功能,进行《汽车理论》课程资源库建

设,资源库主要内容包括：汽车理论知识的主要教学内容、课程

的授课方法、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大纲、课堂讨论内容、项目

教学对应的案例、利用NX软件建立的零部件和机构的三维模型

库、难理解的结构的多媒体库(包括flash和视频)和过程考试的

模拟试卷,基于Matlab汽车各种性能的计算模型。 

2.3“汽车理论”课程教学方法和模式改革。科学的教学方

法和模式是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汽车理论”课程教

学过程中,主要采用实物现场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和项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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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三种教学方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方

法和模式的创新与改革。 

分析结构参数对汽车性能的影响要用到汽车构造的知识。

有些结构复杂抽象,用平面图进行分析,学生很难理解。利用汽

车构造实验平台进行现场教学,并能进行结构参数的测量。理解

结构参数对汽车性能的影响。计算机仿真技术已成为进行汽车

性能分析的重要工具,采用基于MATLAB的项目教学法。结合具体

车辆参数,根据汽车理论知识,建立汽车性能相关的数学模型,

基于SUMULINK,搭建各性能模型,并进行仿真,借助MATLAB强大

的计算和绘图功能,可获得直观的性能数据。 

基于超星平台上建立的《汽车理论》线上课程,开辟第二课

堂,构建汽车理论知识体系融合下的“双课堂”,实现大学专业技

术课教学模式创新和改革。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超星电脑端、

教师手机端和学生手机端相互配合,实现教与学的全面互动,通

过平台可以将“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个教学环节联系

起来,丰富每一个环节的内容。以微信推送微课资源,构建线上线

下结合式的嵌入式应用技术的学习课程,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达到多元化、自主化和个性化。 

课前通过超星平台向学生手机端发送预习内容,包含汽车

性能相关的三维数字化结构模型、课堂讨论内容、课件和习题

等,以供学生预习。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在课上进行

有针对性的讲解。课中通过超星平台的“活动”功能设置签到

环节、抢答环节、弹幕互动、主题讨论等形式,让所有学生都能

参与课堂互动。课上可以发布随堂练习,根据答题情况,实时掌

握学生的听课效果,动态调整授课进程。 

课后通过课程平台布置综合性和设计性作业,如利用

MATLAB完成各个性能指标的计算,并绘制相关图形,使用

simulink进行建模和仿真等。通过平台“统计”中的数据分析

功能查看预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课堂活动的参与情况,全面分

析学生学习情况,为过程化考核提供依据。 

 

图1 过程性考核评价体系 

2.4“汽车理论”课程考核模式改革。改革传统的只注重期

末理论考试的考核方式,建立更完善的考核模式。通过超星平台

的“活动”管理工具,对学生的课前、课中、课后学习全过程进

行动态、实时记录和统计反馈,实现过程化考核,有效评价一个

学生的个人能力。如图1所示。根据该考核评价模式,考核的总

成绩包括过程考核、实践能力考核和理论测试三大部分。增加

能力考核项,建立多维度的考核体系,提高教学效果,锻炼学生

的实践应用能力。 

3 教学效果评价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后,通过设置抢答、弹幕互动、主题讨

论等环节,学习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课堂参与度大幅度提升。通

过对近三年的期末成绩分布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明

显的提升。 

表2 《汽车理论》课程近三年期末成绩分布 

名称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学生人数 68 71 70

优良率 56.85% 51.62% 47.12%

平均分 82.2 78.3 77.8

不及格率 0 1.2% 3.4%
 

4 结论 

根据应用型本科的专业定位和汽车工业对人才知识和实践

能力的要求,对《汽车理论》课程内容进行了优化配置,并借助

超星平台,进行《汽车理论》课程资源库建设。改革了课程的教

学模式。在理论和实践教学过程中,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和多种教学方法。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课程的

教学过程中。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学生进行过程

化考核。通过这些教学改革,显著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同时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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