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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六步四结合”的课程设计与实践
———以《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为例

秦 冲

(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三门峡 4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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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六步四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对《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进行了整体教学设计、单元

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设计，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实现了课程与岗位之间的对接，解决了之前该课程在实施过

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促进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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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为了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

要求，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在充分调查研究近年来

高职课程教学改革的意见、建议和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学院教师多年来在课程教学研究和实验中

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并汲取先进高职院校的经验，

提出了“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六步”是

指，用于组织和实施课程教学的六个要素，即课程

定位、课程目标、内容模块、训练平台、教学过程和

考核评价。“四结合”即课程设置与岗位职业能力

相结合; 教学过程与职业工作过程过程相结合; 教

学内容与职业工作任务相结合; 考核评价与职业能

力养成相结合。
本文依据“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对高职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程《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

修》进行教学设计的研究与实施。在课程设计上，

课程的定位和目标与该专业的岗位职业能力紧密结

合; 课程的内容与职业工作任务紧密结合; 课程的实

践和校内外的实训基地紧密结合; 课程的教学过程

与职业工作过程保持一致性，与学生的能力形成保

持一致性，与考核要求保持一致性; 课程的考核评价

体现了职业能力考核和过程考核。新设计课程的实

施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改善了教学

效果，而且还很好地解决了汽车类专业实训台套数

不足的问题。

1 基职社一体化的教学目标

“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强调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和素质需求

为依据，确定明确、具体、适中、可检验的课程目标。
通过对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所对应的岗位和职

业能力进行调研，我们确定了《汽车电器设备构造

与维修》课程的教学目标，如图 1 所示。

2 课程整体模块项目设计

“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要求以项目为核

心，以能力为本位，突出职业能力培养，有机地融入

了职业导向、模块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教学

模式，课程设置与岗位职业能力相结合; 课程目标以

完成岗位职业任务、胜任岗位资格所需要的专业技

能和人文素质为导向来设定; 教学内容以岗位典型

工作任务或业务活动的内容为依据来构建。根据要

求，我们确定了该课程的整体教学模块，表 2 为该课

程的教学模块和学时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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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教学目标

表 1 教学模块和学时分配表

模块名称 对应的能力训练项目 学时

汽车电器设备的认识
汽车电器设备的识别 4

汽车电器检测设备的使用 4

汽车电源系统的检测与维修

蓄电池的检测与维修 6

发电机的检测与维修 8

汽车充电系统的检测与维修 4

汽车起动系统的检测与维修
起动机的检测与维修 6

起动电路的检测与维修 4

汽车照明和信号系统的检测与维修

前照灯的检测与维修 6

转向灯和应急灯的检测与维修 4

制动灯和倒车灯的检测与维修 4

雾灯的检测与维修 4

室内灯和喇叭的检测与维修 4

汽车辅助电器系统检测与维修
雨刮器的检测与维修 4

点动车窗的检测与维修 8

3 课程的实施与考核评价

3． 1 课程的实施过程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在实施的过

程中紧紧围绕以上 5 个模块、14 个项目开展，以校

内外的实训基地( 实验实训室) 为平台，根据学生能

力及素质的形成规律，指导学生进行能力及素质训

练，在能力及素质训练的过程中认知和积累知识。
下面以“汽车起动系统的检测与维修”模块中的“起

动电路的检测与维修”项目为例来说明课程的组织

和实施过程。
汽车起动系统的检测与维修模块一共有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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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两个项目，其中第二个项目是“起动电路的

检测与维修”。该项目需 4 个学时共 200 分钟，其中

前两节课要完成汽车起动系统电路常见故障的检测

与维修，后两节课要完成汽车起动系统的综合故障

分析与检修。我们以前两节课中的第一节课为例进

行课堂设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课堂教学设计

序号 教学步骤名称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

分配( 分)

1
引出本堂课程

内容

对上两次课程的内容

进行回顾，让学生知

道上次课内容是为本

次课内容做铺垫，并

引出本堂课程的内容

引入提问: 上次课程

我们学了什么? 那汽

车起动时起动机不转

是不是只有起动机可

能出现故障?

对前两次课程的内容进行回顾

后发言。根据学习的电路的内

容思考还有哪些地方可能出现

问题，并做出回答

3

2
拆画出起动系

统的电路图

对照捷达轿车全车电

路图拆画出起动系统

的电路图

引导学生从捷达轿车

全车电路中规范的拆

画出汽车起动系统的

电路图

在任务单上正确规范的拆画出

汽车起动系统的电路图
9

3
汽车起动系统

电路原理分析

对捷达轿车起动系统

电路图进行正确分析

通过动画线路讲解和

动画演示使学生掌握

汽车起动系统电路工

作原理

根据教师讲解内容，用导线连

接实物，深刻理解汽车起动系

统电路工作原理，在任务单上

正确、规范的写出汽车起动系

统电路电流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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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车起动系统

电路故障分析

分析起动机不动故障

现象在电路中可能出

现的故障点

引导学生能够全面分

析可能出现的故障点

根据自己对汽车起动系统电路

的理解，思考起动机不动故障现

象在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故障点，

并根据教师的引导在任务单上

写出所有可能出现的故障点

8

5
汽车起动系统

电路故障维修

思路确定

在故障点确定后，确

定维修思路，即确定

维修故障点的顺序

引导学生按照从易损

到难损，从简单到复

杂下手的原则确定维

修思路

在教师引导下，思考各故障点

检测维修的先后顺序，确定正

确的维修路，并在任务单上进

行填写

7

6

汽车起动系统

电路故障检测

与维修方法讲

解

汽车起动系统电路各

故障点检测工具的选

择和维修方法的选择

引导学生能够选择合

适的检修工具及检修

方法，并强调注意事

项

思考各故障点可以使用的检修

工具和检修方法，在教师引导

下，能够正确规范的选择合适

的检修工具和检修方法，并将

其标注在相应的任务单上

8

在第一节课程讲解结束后，第二节课主要是让

学生按照第一节课所讲述的内容进行实操，并填写

相应的任务单。
3． 2 课程的考核

“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要求课程考核设计要

突出能力目标，考核内容要全面，要将形成性考核和

终结性考核相结合。按照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包括

学习过程性考核和期末综合职业能力考核两部分。
3． 2． 1 学习过程性考核( 占总成绩的 60% )

本课程在实施过程中，14 个项目都设有任务实

施记录表，在学生完成任务后，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

组织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在任务实施过程中的

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考核成绩由自评( 30% ) 、互

评( 30% ) 和师评( 40% ) 三部分组成。例表如表 3
所示。
3． 2． 2 期末综合职业能力的考核 ( 占总成绩的

40% )

期末考核主要是考核学生完成综合项目的能

力，通过设置设备综合性故障，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分析并排除故障。其主要内容包括: ( 1 ) 电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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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画; ( 2)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 3) 故障排除思路考

核( 排除故障的故障树) ; ( 4 ) 实际故障排除考核;

( 5) 操作规范考核; ( 6) 纪律考核等。根据评分标准

及任务完成的情况进行成绩评定。考试中，每个学

生在多套试卷中抽取考卷，需要填写操作数据、维修

思路以及拆画的电路图，在试卷背面的答题纸上作

答; 拆画的电路图及填写的维修思路由教研室流水

批改，元器件识别、工作原理讲解及实际操作由监考

老师当场给出分数，并填写在试卷的分数栏中。整

个考试时间为 1 小时。
表 3 电气设备识别任务考核表

任务名称 学生姓名 日期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配分 自评 互评 师评

职业素养

考核项目

安全文明生产 遵守规程，安全生产，工具使用正确 10

团队合作、与人交流的能力 能正确分工、能合作完成任务、能相互交流 10

专业能力

考核项目

部件认识
部件名称准确表达 20

位置描述准确，符号表达无误 20

电路图识读
查询方法得当，查询结果正确 20

表达准确 20

总评 自评( 30% ) + 互评( 30% ) + 师评( 40% ) 总评成绩

4 结语

按照“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进行课程开发并

实施后，笔者发现解决了以下几个之前课程教学过

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解决了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本

课程的考核包括学习过程性考核和期末综合职业能

力考核两部分，而且学习过程性考核所占的比重大

于期末综合职业能力考核，这就促使学生必须按时

上课、认真听讲、努力完成任务，积极性明显提高。
第二，解决了教材与实训基地设备不一致以及

上课方式不一致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保证“六步四

结合”教学模式的实施，课题组提前编写了校本教

材，教材内容完全符合“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教

材中的电路、图片、仪表等都与校内实训基地的设备

保持一致，有利于学生课余时间预习或完成课外实

训任务，保证了实训效果。2016 年 8 月该校本教材

作为学校教材基金资助项目而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

行，为今后的课程实施提供了保障。
第三，缓解了实训台套数不足的问题。要做到

实训内容与工作实际尽量无缝对接，最好的实训设

备是汽车整机，但汽车的价格昂贵、体积较大，这决

定了汽车检测维修类专业不可能像其它专业一样拥

有足够的台套数，因此，实训设备台套数不足的问题

一直是该类专业进行项目式教学的短板。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我们的实训课采用轮换实训制，即学生实

训的内容分为两类，且分布在汽车的不同方位，例如

第一批学生实训的是 A 任务，A 任务需在汽车的前

面; 而第二批学生实训的是 B 任务，B 任务在汽车后

面。这样就大大缓解了实训设备不足的问题。
总之，对《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进行

“六步四结合”教学模式改革后，该课程的教学过程

更加规范，授课内容更容易让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得

到了改善，促进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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