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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分析 

《汽车结构与拆装》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用汽车方向）专业针对汽车

机电维修工岗位能力进行培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是通过对整车和重要总

成、机构的拆装和调整的工作过程学习,使学生掌握整车与总成的构造和原理,

熟悉通用与专用拆装工具的使用,熟练掌握汽车各总成机构的拆装和调整顺序,

使学生具备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专业基础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和

方法能力。 

二、学情分析 

本课程开设于第二学期，教授对象为高职院校一年级下的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学生。该批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但学习的耐久能力较差，有着丰富的网络

操作经验，对网络授课的适应能力强。本班学生目前只学习了机械基础类课程，

对汽车专业类课程，并没有实质性接触，属于一个陌生领域，因此本课程在讲授

过程中特别注意各知识点与实际汽车使用场景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习效果。 

三、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汽车结构与拆装》属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特别

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需要大量的实车拆装训练，而这恰恰是网络授课的劣

势，这就对课程的讲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因此我们对原授课体系进行适当调整，

在原有的以行动为导向、基于工作过程课程开发方法进行设计基础之上，注重汽

车结构知识体系的搭建，打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通道，辅以大量的汽车

各总成的拆装视频，让学生对汽车结构与拆装方法先有一个感性认识，尽量弥补

网络授课的短板，为疫情过后，实操训练的复课做好充分准备。 

在教学形式上，充分借鉴其他教师的成功经验，并经过第一周线上教学的对

比测验，结合学生的反馈意见，最终选择“职教云平台+腾讯视频直播”组合的

主要授课形式，辅以 QQ、微信教学群答疑沟通。通过近几周教学效果来看，能

够基本完成教学目标，总体效果较好。 



四、教学流程 

现以本课中“学习任务 12  传动系统组成和离合器”为授课内容，授课时

间周四下午，计划学时 2 学时，简单说明一下线上教学的流程（时间节点只作为

参考，具体时间可根据教学内容进行微调）。 

 

1.课前 

（1）课前预习 

首先将微课和相关的教学资源上传到职教云平台上，然后在 QQ 课程群和职

教云平台上发布预习通告。同时针对本课内容，发布课前投票、问卷，讨论等，

以此了解同学们对知识点掌握情况好，这些点将作为直播授课的重点内容。 

 

图 1  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图 2 本课前、中、后资源情况 

 

图 3 课前互动环节 

（2）签到、入会 

学生在职教云平台进行签到，加入腾讯会议室，做好上课准备。对为签到的

同学在班级群公示扣分情况，起到督促作用。 

 

图 4 上课提醒 



 

图 5  职教云平台签到 

2.课中 

（1）直播授课 

基于本课内容与跟学生互动指导答疑的情况，有针对性的讲解本课的重点和

难点内容。同时在讲解的过程中，不定时在职教云平台上设置提问环节，一来检

查学生的听讲的认真程度，二来集中学生的听课注意力。 

 

图 6 直播授课 



 

图 7 重点知识讲解 

 

 

图 8 直播过程中的提问 

（2）平台互动学习 

根据授课内容和特点，设置抢答、投票、测验等活动，尽量让每个环节生动

有趣。一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二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 9  随堂测验 

 

图 10 投票活动 

 

图 11  问题抢答 

（3）讨论或头脑风暴 

发布讨论或头脑风暴，话题主要侧重新知识在以后的职业岗位上的应用，注

意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允许学生充分发挥网络学习的优势，自主搜寻相关

学习资料和资源，鼓励学生自我进行总结和归纳，积极参与互动。 



 

图 12 讨论环节 

（4）总结与答疑 

结合本课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对授课内容进行总结归

纳，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并以腾讯会议室为平台，视频通话在线提问和答疑。 

 

图 13 在线总结和答疑 

3.课后 

（1）签退，发布作业 

再发布一次签到活动，作为本课的签退环节，以此来监督学生有无早退现象，

在签退的同时，发布本次课的课后作业，强调作业要求。 



 

图 14 下课签退 

经前后两次签到对比发现:本次课有 3名同学旷课，1名同学迟到，1 名同学

早退，考勤结果课后在班级 QQ群警示。 

 

图 15 发布本课作业 

（2）课后复习 

将各车型的拆装视频等教学资源上传到职教云平台上，然后在 QQ 课程群和

职教云平台上发布复习提示，巩固本课拆装内容的掌握，丰富拆装手段。每次课

后，如学生有问题，则课下利用 QQ 群或个人进行答疑。同时，根据在智慧职教

平台上统计数据，通过 QQ 群发布学情预警，来提醒和督促按时完成学习任务，

保证学习质量。 



 
图 16 课后答疑 

 

 

图 17 学情预警 

五、教学反思 

通过这一阶段的线上教学，不能否认的是，线上教学确实是线下教学的有力

补充，手段丰富、形式多样，短期内的确很吸引学生，但是长期线上教学，这种

新鲜感减弱，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确存在下降的问题。授课教师无法即

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来上课的是手机而不是学生，这些都是值得探讨和反思



的问题，但我相信在未来我会更好地利用线上教学方式，扬长避短，让线上和线

下相辅相成。当下，面对疫情，我作为教师，好好备课，上好网络直播课，保证

学生的学习质量，就是在履行自己的另一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