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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空发动机原理作为航空专业的必修课程,对后续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起到奠基作用,因此理

解掌握相关内容是建立起对航空领域基础认知的必要前提。本文以院校职业技术教育航空机务维修专

业为例,结合实际教学情况,从教学方法、思想政治、案例牵引等角度总结航空发动机原理课程教学经验

和教学策略,同时通过教学反思归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逐步弱化职业教育中航空发

动机原理课程的教学难度,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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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aviation major, the principle of aero-engine plays a foundation role in 

the subsequent study of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so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the relevant content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establishing the basic cognition of aviation field. Taking aviation maintenance major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strategy of aviation engine principle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methods,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se traction, etc. At the same time, it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through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proposes solutions. In order to 

gradually weaken the teaching difficulty of aero-engine principle cours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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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课程性质上讲,航空发动机原理是基于岗位的原理性基

础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是围绕航空发动机的结构组成、工作原

理、工作过程、工作特性和故障简析等方面展开,具有专业理论

度强、学科融合度高、知识零散度大的特点。对院校职业技术

教育航空机务维修专业的教师来说,不仅要保证专业教学的系

统性、完整性和连通性,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同时还要从

任职的角度去贴近装备和岗位,增加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专业应

用水准,此外还要兼顾对学生思想政治、情感认知、作风品格的

培养,实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升华。 

对于学生来说航空发动机原理这门课程,包括很多以前没

有听过的专业名词和专业概念,很难将其与装备服务和岗位认

知挂钩,目的性和针对性不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较小,也不易建

立起学习兴趣,那如何让学生顺利地学习、理解、应用知识是值

得深思的问题,这势必要通过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设计适宜的

教学环节,形成有效的教学反馈来实现。因此改变传统的以讲授

为主的教学现状,总结当前已经取得成效的教学策略和经验,反

思以后应当继续突破的教学桎梏和束缚,不仅能突出学生在教

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还能通过创新意识驱动航空发动机原理

课程教学的进步和发展。 

1 好的经验总结 

1.1化繁为简明确内容之间的联系 

按照教学计划要求,航空发动机原理课程涉及发动机概述、

主要机件,部件匹配和整机特性四大部分内容,纵观这四部分内

容,概述最为简单,从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和分类,归纳总结

出航空发动机的主要部件进而分析其工作过程和推力产生原理;

主要部件按照功能、组成原理、特性展开教学,能有效降低学习

难度；但是对于部件匹配和整机特性这两部分内容来说,理论

强、分析多、公式多、难理解,如果从公式推导的角度进行学习,

学生不好理解,会让其感受到学习的无力感和打击感。我们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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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几句话就能说明白,因此在课

程开始前就将内容进行详细的设计,一要明确学习的内容是什

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二是梳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通

过提出层次分明的问题步步引导学生学习：三是要弱化公式推

导,多从定性角度进行分析,通过过程简化对结论的理解,把重

点放在结论的强调上,同时尽可能关联到实际应用中；四是对于

和其他课程有重复的内容以及基础性内容简单学习,主要起辅

导铺垫作用。 

1.2简中存优注重重点内容的把握 

按照课程教学计划的要求,每节课都设置有重点内容,其实

质就是这节课的核心和要点,需要学生重点把握和理解。针对重

点内容首先教师应该直接向学生点明这就是重点内容,告知学

生关键节点所在,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和兴趣感；其次对重点内容

应该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进行详细且有效的教学,比如

举例类比、关键问题讨论及解答、关键习题练习及解答,不仅要

发挥教师对重点内容的整体把控感,将知识的关联性呈现出来；

还要积极让学生参与教学环节进行教学互动,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师生之间的问答互动、习题互动、学生之间的讨论互动,回答

方式可以是学生单独回答也可以是集体回答,尽可能提高学生

主动学习的意愿并激励学生付诸行动。 

1.3优中取精关注难点内容的突破 

之所以设置难点内容,一方面是为保证知识体系和专业课

程的完整度,另一方面也是为将其与其他内容区分开来,因为难

点内容本身理解起来就相对比较困难,知识结构较复杂,理论程

度较深,所以教师的教学难度大,学生的学习难度也大,因此在

教学过程就要采取有效的方法降低其困难度。首先要提前设计

好对难点内容的教学阶段和节奏,设置前后斜街的问题将难点

内容进行系统地条理地切分,这样就像在化学反应中使用催

化剂一样,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难度,降低教师对难点的教学

门槛[1],同时也能降低学生对难点的理解门槛：其次教师要时刻

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难点内容的反映,学生学习状态好

不好,有没有明白教师提出的问题,有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对症

下药,有没有跟着教师思路进行思考分析,有没有对问题进行正

确的回答,如果没有是逻辑不正确还是缺漏内容等等,通过这些

方式关注学生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学习,进而依据这种反馈促

进学生理解难点,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2 教学问题思考 

2.1教学内容的选取比较偏理论化 

航空发动机原理课程是原理性基础课程,理论性比较强,教

材中有较多的公式和理论推导过程,同时还有大量的、大段的原

理性描述,对于院校职业技术教育航空机务维修专业学生而言,

由于其专业基础水平还不扎实,专业知识结构还不牢固,专业能

力还未全面建立,专业问题导向还没有形成,学习能力也相对比

较薄弱,记忆和理解公式比较难,再加上其毕业后主要从事航空

机务维护工作,学生对装备结构的认知要求比较高,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应该将原理性知识和装备结构知识甚至是维护保障内容

相结合,但由于教师本身所受的传统教学的影响,对航空装备和

机务岗位的认识比较少,这方面的素材积累也不多,导致现阶段

教学不能很好的将原理、结构、维护衔接起来,虽然有时也会应

用故障案例加深学生对原理的理解,但排故分析绝大多数时候

停留在表面,很难深入进行综合分析,同时也缺少一些综合的故

障案例,与课堂建设的高标准距离相差还比较多。针对这种现象,

后期教学过程中应该投入更多时间来研究如何均衡理论和实践

之间的关系,如何能让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些理论知识,当然更重

要的是要让学生在以后的结构和维护中能够熟练应用原理知识,

做到专业知识的体系化。 

2.2学生对部分内容接收率比较低 

通过学生课堂中互动交流和课中习题的回答以及课后练习

的完成度可以看出,有些内容的问题回答得分率比较低,要不就

是词不达意,要不就是没有答到关键核心,要不就是逻辑比较混

乱,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问题,说明大部分学生对此部

分内容掌握不太扎实,理解不太深入,内化不太到位,对综合知

识没有融会贯通的进行应用[2]。所以对于教师来说,应该时刻注

意学生在课堂中的动态,要注意教学的节奏感和停顿感,要给学

生留出思考和吸收的时间,虽然在课堂中已经有意注意这方面,

但从教学反馈的最终结果来看,效果还是有点不太理想,教师认

为学生应该没问题的内容,还是没能全部理清楚,比如影响换算

转速的因素,从压气机特性开始学习这部分内容到涡轮再到最

后发动机匹配和特性都一直在强调,而且阶段测试题目和中期

复习过程中都强调过,但是期末考试的结果却有些出乎意料,这

就说明教学过程确实是一个查漏补缺、不断重复的循环过程,

对于重点知识应该反复强调,做到举一反三,温故知新,要通过

这种方式加强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当然对于教师来说还要探索

如何能够更加逻辑化的显现这部分内容,让学生能够更清楚的

学好这部分内容。 

2.3教师教学经验和机制有待提高 

为贯彻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高学生在教

学过程中的参与度,真正做到在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授课一般采取不断提出问题形成问题链式的方法进行,当

然问题的设置既要纵向分层,体现不同教学内容的逻辑性,把它

们并联起来,另一方面还要横向分层,体现某个教学内容的各种

属性,把它们串联起来。为实现这两个层次问题的选取,不仅要

在教学内容设置的初始阶段就形成对其的整体把握,还要根据

具体某部分的教学内容进行问题设计,同时还要将问题分为教

师解答和学生讨论解答的方式。但是由于教学经验有限,所选问

题有时候比较啰嗦,言不达意,学生有时难以准确捕捉,有时又

缺乏趣味性,学生提不起兴趣,怎么通过有效的、核心的、逻辑

的问题将整节课的教学内容串联起来,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

而讨论环节是体现学生主体地位,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非常

有效的方法,但由于课堂人数较多,没有有效的分组方式,导致

还是有部分学生参与不进来,而且由于教师自身发挥教学机制

的水平有限,教学活动组织不能做到灵活调动,导致讨论之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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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小组回答环节太简单,有时感觉没有高效地应用讨论环

节,互动不充分,这也是在后续教学过程中要格外注重的。 

2.4后续改进建议 

2.4.1探究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有效途径 

教学都是有目的的,对教师来说,其实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

养信得过、靠得住、负责任的人才队伍,尤其对于航空机务维修

专业的课程来讲,更加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贯彻落实贴

近实际、服务专业的教学要求。为实现这样的要求,教师就必须

能够有效的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能够应用专业知识解决装备维

护保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就要要求教师不断深入进行教育

教学研究,要紧密联系装备,了解实际需求,熟悉专业要求,能够

不断发挥团队优势力量,集体献计献策,探究如何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有效的结合理论和实际,焦统理论化的知识更加贴近装备

和实际,探索从实践出发的有效的理论授课方法,提高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摆脱枯燥

感,提高授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增强学生对原理性知识的感官

认同和情绪认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 

2.4.2强化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关系 

针对学生对部分内容接受程度比较低的现实状况,应该对

这部分内容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讲学,增强学生的学习意识和兴

趣意识,比如可以提前将其明确的布置给学生进行预习与总结,

针对预习和总结情况,再通过合适的案例进行系统讲解,再次强

调,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堂练习题目,甚至是要创新题型,扩展知

识应用范围,减少知识的局限性,让学生明白此处的知识点并不

是只会在这部分出现,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解和掌握,当然在课上

还必须要时刻注意学生对知识的反馈程度和接受程度,当然在

布置课后作业和阶段测试题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将这些内容进行

整合考核,做到查漏补缺[3]。 

2.4.3加强教学环节进行的有效性 

问题启发诱导学生、设置讨论环节都是实现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的有效途径,而如何让提问和讨论高效发挥其作用是值

得深思的地方。首先对于课堂上的提问要有层次性,哪些问题涉

及重难点内容,哪些问题需要学生着重理解,哪些问题起引导和

过渡的作用,这些不同类型的问题如何衔接,如何组织安排,如

何通过这些问题彰显内容的逻辑性,这都要提前设计好,这样才

能让课堂丰满、紧凑、有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问题链的效果。

同样对于讨论环节,首先应该选择有效的分组方式,必须让每

个学生都积极、有效地参与进来,比如可以让小组成员扮演不

同的角色,最终的小组回答环节,要有效利用小组讨论的结论,

也就是说要实现有效的互动,让学生做学习的,才能真的提高学

习效果。 

3 结论 

航空发动机原理是以理论学习为主要阵地,因此首先就必

须要系统化地进行理论学习,同时为贴近装备和岗位,还要强化

发动机结构认知,并从学习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维护经验,也就是

说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融合教学,而且必须要用联系

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反馈。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要认知辨识部件结构、总结归纳易发故障类型等方法,围绕

理论知识繁中求简、简中存优、优中取精、从理论的、定性的、

实用的角度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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