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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高职院校的生源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不同地区、不同渠道学生

呈现不同特点。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和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需求也呈

现出多元化的新趋势。因此,紧密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组织分层分类教学,培育具有

扎实理论素养、鲜明个性标签、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应用人才,已成为广大高职院校必须

考虑的重点课题。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基于“多元智能理论”,从必要性、教学原则、方法、思路、策略

等方面出发,对高职院校分层分类教学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汽车发动机底盘课程为例进行了实践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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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 source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also shown a diversified trend,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channels exhibit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demand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enterprises and employers has 

also shown a new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consi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applied talents with solid theoretical literacy, distinct personality 

labels, 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ies, by closely combining students' own characteristics, organizing layered and 

classifi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teaching mod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cessity, teaching 

principles, methods, ideas, strategies, etc.,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Practical exploration is 

carried out using the automotive engine chassis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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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正面临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

在供给端,伴随着高职生源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地区、不同渠道

学生学习基础不同、综合素质差异越来越大,对于职教需求也有

所不同；另一方面,在需求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

型升级,特别是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高职毕业生外部就业环境

也发生了新变化,企业对于学生要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具有一

定特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好的学生在就业中更具有优势。

采取分层分类教学模式,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与兴趣爱好,教

学针对性强,可帮助学生扬长避短,激发自身潜能,培育核心竞

争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非常适合高职院校,进一步研究推广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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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 

1.1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

这一理论颠覆了传统智力概念,认为人类智力不应该只以智商

为评价标准,而是应当包括语言、逻辑、空间、音乐、身体、人

际以及自我认知、自然认知在内的复杂智能体系。这些智能元

素在个体上呈现不同组合,也就造成了学生在学习方式、解释方

式上的差异。因此对于教师来说,要尊重不同学生之间差异与行

为特点,充分考虑学生当前与长远发展,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

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针对性与效果。同时还提前评价多元化,

不唯分数论、结果论,而是统筹考虑学生在不同智能领域的综合

表现,再客观公正地给出评价。本文研究的分层分类教学模式,

正是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具体实践。分层分类教学,充分考虑不

同学生之间差异性,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注重激发学生主

观能动性,注重培育学生综合素质与个性化发展,非常适合以培

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教育体系。 

1.2分层分类教学模式 

分层分类教学模式是一种前沿教学方法,允许教师根据学

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等调整教学

内容和方法,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和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效果和成绩。分层分类教学模式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自身特点和成长规律,根据学生学

业成绩、兴趣爱好、发展方向等,进行教学设计并安排教学活动。

这种教学模式,并不太适合于九年义务教育,但对于培育具有一

定自身特色和优势的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来说,则可发挥

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高职院校分层分类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2.1高职生源多样化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伴随着高职升学改革,高职生源呈现越来越多样化特点,目

前高职生源包括但不限于高考渠道、中职对口招生、“3+2”、

“3+3”、转段、扩招等,不同渠道的学生,文化基础、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都有所差别。学生接受的授课方式以及学习模式上也

有所区别。一般来说,高考渠道学生素质最好,知识基础、学习

能力都比较强,自我约束能力也比较能力强,而实践能力则有所

欠缺。中职等渠道学生,社会化水平更高,实践技能也比较强,

但知识基础、学习能力、自我约束能力都比较弱。另外,高职教

育改革后,学生选择更加多样,面临就业、升学等不同选择,需求

也有所区别,这些都对高职院校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高职院校要统筹考虑不同类型学生特点与需求,采取有针对性

的教育培养方式,努力让每个学生都接收到适合自身的教育,有

着更好的未来发展。分层分类教学模式非常切合高职院校生源

多样化的教学实际,实施开展可收到良好教学效果。 

2.2人才需求的多元化与就业观念的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的加速推进,

外部环境对于高职毕业生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同时高职生自身

就业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就业途径方式更加灵活与多元,除

了传统就业渠道,自由职业与自主创业比例也在不断攀升。特

别是广大的互联网平台以及广阔的数字产业,为高职毕业生

提供了更多选择与发展舞台。而从产业方面来看,以新能源汽

车、光伏、互联网、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新产业

快速发展,对相关领域技术型人才、应用人才需求也进一步提

升,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人才、人才培养方式要紧密结合需求

实际,更好匹配产业发展与岗位需求,不断提升高职毕业生的

就业竞争力。 

3 “多元智能理论”导向下分层分类教学原则思路

与方法导向 

3.1“多元智能理论”导向下分层分类教学原则与思路 

(1)坚持学生主体地位。分层分类教学首先必须坚持学生主

体地位,充分尊重不同学生智能差异性与未来发展需求,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2)遵循科学有效原则。教学目标的确认、教学内容的选择

与安排、教学方式与方法、考核与评价都要坚持科学有效原则,

遵循教育教学特点,遵循学生成长发展特点。 

(3)恪守教育公平原则。分层分类教学不是人为把学生分为

三六九等,更不是区别和歧视,而是充分尊重学生自身特点,有

针对性开展教学活动,确保每名学生都能接受优质教育,有着更

好发展。 

(4)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分层分类教育坚持以学生需求出发,

教学中要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激发学生学习实践的积极性、

主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勇于探究,实现自我提升和发展。 

(5)动态调整原则。分层分类教学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要

紧密结合学生特点,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优化教学模式方法,提

高教学质量。 

3.2“多元智能理论”导向下分层分类教学方法与导向 

(1)理实一体。高职教育不同于大学教育,不过度看重学术

研究,而是强调实践能力。因此,分层分类教学要始终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实现理实一体。具体来说,在教学中,要坚持以企业实

际工作任务为载体,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生,设计不同类

型任务。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体验,确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培育实际工作能力。 

(2)工学一体。职业教育重在培育技术能力,因此,在教学中

要更加突出岗位实践,强调工学一体。以汽车维修专业为例,其

教学内容安排要紧密结合国内汽车企业实际,特别是紧密结合

比亚迪、吉利等新能源车企以及厂家4S店、官方指定维修厂等

单位,聚焦生产、检测、维修等重点岗位,结合学生特点与自身

需求,分层分类的输出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要关注操作规

范、安全生产、工作纪律、客户沟通、团队合作、企业文化等

方面内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3)差异化与模块化。差异化教学与模块化教学是分层分类

教学的主要路径。一方面,通过科学分层,设计差异化学习目标,

利用数字技术,采取分组教学模式实现分层教学；另一方面,根

据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进行拓展和丰富,提前分解成不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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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根据学生兴趣与个人需求,采取数字化方式,组织分模块

教学,让每个学生都能接受到适合教育,提高教学质量。 

4 高职分层分类教学典型案例——以汽车发动机底

盘课程为例 

4.1科学设计分层教学目标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在深度分析本班学情、学生特点并

结合不同类型学生需求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制定分层教学目标,

包括课程目标与能力目标,根据学生需求不同套入不同课程目

标,其中序号1是基础能力,2、3是进阶能力,力争全覆盖。4、5

根据学生需求进行制定,具体详见表1： 

表1 汽车发动机底盘课程分层教学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能力目标

1

汽车底盘系统工作原理和结构

掌握相关知识点、对照底盘实物能够一一对

应,了解功能作用和运行原理

2 课程思政内容 培育学生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等

3 运用相关软件对汽车底盘系统的

设计、仿真和测试

具备实际操作和实际应用的技能,适应岗位

工作需要

4 应用机械、电器工程、材料等学科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协同工作的能力,培育学

生综合能力

5 跟踪汽车底盘技术最新发展趋势,了解国

际最新设计思路和制造、维修方法

具体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培育

学生国际视野和核心素养
 

4.2分层分类组织教学活动 

(1)依托数字化平台,分层分类组织课堂教学。利用教学数

字化平台、VR穿戴设备等设施,聚焦底盘系统基础知识、核心概

念和基本原理等进行课堂教学,提前录制基础知识、分块内容、

拓展提升等模块,供学生分层分类学习。课堂上通过虚拟实

景,360度完整展示汽车底盘整体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传动

系统(离合器、变速器、驱动桥等)、行驶系统(车架、车桥、悬

挂等)、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并支持学生在虚拟场景中使用

手势方式交互,让学生亲身感受底盘系统的运行过程,打造沉浸

式课堂体验。教师更多采取组织、引导、解释说明、总结等方

式开展教学活动。 

(2)依托各种平台,分组组织实践教学。依托校园实训基地、

合作汽车生产企业、4S店、修理厂等平台载体,设置不同侧重点、

不同类型的实践内容,安排自愿选择、综合安排方式组织分层分

类教学。按照实训内容,分层分类组建学生团队,设立明确的学

习研究目标,在生产维修一线实地参与岗位活动,通过使用仿真

软件、设计软件等,参与企业底盘设计,构建底盘数字化模型,

分析其性能和稳定性,并进行综合评估。参与底盘维修工作,培

育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等。每个小组最后要

形成完整的学习研究报告,每人负责其中一个环节,确保每名学

生都能充分参与。 

4.3分层教学评价,不断改进提升 

完整的教学过程,缺不了教学评估评价部分。在本案例中,

采取教师评估、企业评估、学生自评、同学互评的多元化评价

方式,参与主体多、评价方式多元,不惟成果、不惟分数,重在考

察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评价体系包含知识能力、实践技

能、沟通协调、改革创新、团队合作等多个组成部分,客观公正,

可较好反映学生成绩,有助于学生总结提高。通过自评与互评,

有助于学生强化知识的理解,培育沟通协调能力。在教学评价中

收集学生对于课程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提升课程,实现动态

化提升。 

5 结语 

本文基于“多元智能理论”,对高职院校分层分类教学模式

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汽车发动机底盘课程为例进行了案例研

究。未来,随着我国制造业强国地位进一步巩固,特别是新能源

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蓬勃发展,亟需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有

力支撑。分层分类教学法契合未来产业人才发展需求与学生自

身实际,进一步研究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广大高职院校要紧密结

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分层分类教学模式的具体应用,为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技术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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