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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c-
cumulated by students in the mod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tegration (hereinafter re-
ferred to a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and carries out corresponding thoughts for the teach-
ing of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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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中本贯通”的试点招生工作在上海正式启动，随后几年不断

加大试点范围，已成为中考招生的一大亮点，备受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目前

已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 40 余所高校设置有中本贯通专

业。“中本贯通”即 3 年中职教育与 4 年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学制为 7 年，

其专业一般是操作性较强的技术技能型专业，旨在让学生学到扎实的基础理

论知识，并且能熟练地掌握相关专业的职业技能，从而实现把中本贯通教育

下的学生培养为能符合国家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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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育模式下，中职学生毕业后，需通过转段考试升为本科。中职学习阶段

突出任务导向，而本科学习阶段则应加强理论和复杂的情境化教学，在教学

实践中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通过真实情境的创设，不断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技术创新能力[2]。 
“汽车理论”作为汽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更是汽车服务工程中本贯通

专业的必修专业课。对于结束了三年中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四年本科教育

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职业相关知识和实践运用能力。但由于中职

教育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不足，学生的实践经验、职业技能可能

相对较强，而对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则相对较弱。在对学生培养方案上应打破

原有的中职教育和本科教育各自独立的课程体系框架，从更符合中本贯通教

育模式下学生的认知思维发展规律以及职业技能训练要求出发，不断从“汽

车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结构、课程考核模式等方面进行优化改

进，为就业市场培养优秀的应用发展型人才。 

2. 教学内容的思考 

2.1. 理论教学内容 

汽车理论课程主要讲述汽车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汽车动力参数的选

定、制动性、操纵稳定性、平顺性及通过性。学生应掌握汽车运动、受力的

基本规律，掌握汽车主要技术性能的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和影响因素，学会

从理论上分析汽车性能的基本方法。但汽车理论课程本身理论性强、涉及的

概念和技术与工程实践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大多数学生对这些概念和技术十

分模糊，感性认识不深，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弱[3]。因此，针对中本贯通专

业的汽车理论课程，授课教师应对课程内容应重新思考和整合，对课程知识

要点、重难点进行分析和梳理，确定本课程适合中本贯通专业的基本教学内

容和要求。 
加强多门课程间交叉内容的融合[3]。汽车理论涉及多门课程内容，如在

汽车制动性以及制动力分配部分，涉及到汽车制动系的结构，而制动系结构

在汽车构造、汽车设计等课程中都有讲解，还涉及到理论力学等知识。因此，

教师必须合理整合课程之间的交叉内容，让学生全面了解专业课程体系，这

样才能激发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 

2.2. 实践教学内容 

汽车理论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学习相

关理论知识，然后通过实践加深感性认识，巩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特别是

针对中本贯通的学生，理论基础较薄弱，加强实践教学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教师可以组织一些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明确实验目的、

实验要求和实验条件，可以由学生设计实验方法、实验方案，选择实验器材

拟定实验程序，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分析。通过实验实践过程，可以提高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目前由于受到实验场地、实验设备和实验人员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的高

校仍然只能开设较少的实验，而且实验主要是由老师示范讲解，学生实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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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很少。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危险工况的实验、紧急制动实验、冰雪

路面实验等，也是很难实现的。这就需要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平台[4]，以弥补

实验条件的不足。 

3. 教学方法的思考 

努力实施项目教学和实例教学，引入车辆性能仿真软件。以项目实例充

实教学内容，把项目实例贯穿于课堂教学中，主要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和灵

活运用所掌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从而提

高教学质量。比如，以实例形式利用 MATLAB 软件对汽车各大系统进行仿真

及优化设计。每个实例都有任务描述和完成任务所实施的过程。所有实例都

有数学模型的建立和仿真程序的编写，而且仿真程序都需经过调试，并可在

MATLAB 软件中直接运行并获得仿真结果，这样能巩固理论知识点，扩展学

生的知识面。 
教学手段上，重视多媒体的建设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建立起一套完

整的资料库，包括多媒体资料库、习题库等。既全面系统介绍本课程理论知

识体系，又注重该理论在实际生产活动中的具体应用。力争做到理论系统、

案例经典、内容翔实、资料充分，能够满足“学时要精、内容要新、水平要

高”的教学要求，既便于学生自学，又要对教师授课起到一定的辅导作用。 
在每一次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完成后，及时总结这次教学过程可以

改进的地方。把教学内容、能力培养、素质培养和教学过程等四个方面结合

起来，查找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进。及时收集学生对本次教学过程的反馈信

息，以进一步的对教学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进。 

4. 课程考核的思考 

为了突出评价中本贯通学生的综合素质，必须改变传统期末考试定成绩

的考评方法。以往该课程期末理论考试所占的比例较高，约 70%~80%，然后

是出勤和课堂表现等占 20%~30%。对于中本贯通的学生，由于本课程加强了

实践教学内容，因此应当提高实践部分所占的比例。该课程的综合成绩分成

理论和实践 2 部分，其中期末理论考试部分可占 50%~60%，实践部分可占

40%~50%，这样加强学生实践部分的学习，才能更好的理解相应的理论知识。

理论部分包括期末试卷测验、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等。实践部分主要包括对

于实验室提供的试验进行的方案设计等实际操作以及基于仿真软件进行的项

目实验模拟考核。这种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考核模式的弊端，

将重点考察理论学习改为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一同考察，让学生亲自动手体

验这门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加强学生更好地学习与理解这门课程的知识内容。 

5. 结语 

“汽车理论”课程是汽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其课程的学习对学生以后

的就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为提高中本贯通教育模式下人才培养的质量，需

要对汽车理论这门课程从课程大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

方式等各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然而，中本贯通的教育模式刚刚起步，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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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改革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后续还应当根据实际教学情况随时做出合理

的更新，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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