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维护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方案 
一、课程情况 

1.课程性质与作用：《汽车维护》课程是汽车相关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旨

在培养学生汽车维护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使学生具备独立进行汽车维护工作

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劳动教育、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

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2.课程设计理念与思路：本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关注

学生职业素养，关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总体设计思路是：以满足学生职

业能力为主线，以企业岗位能力要求为标准，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

学科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内容，让学生在完成具体项目

的过程中学会相应工作任务，并构建相关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

出对学生职业技能训练，融入相关职业资格等级标准对知识、技能的要求。 

3.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汽车维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具备独立进行汽车维护工作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包括汽车维护的基本知识、汽车维护的基本技能、

汽车维护的常见项目等内容，具体规划如下： 

4.1 汽车维护基础知识 

（1）汽车维护制度 

（2）汽车维护安全规范 

（3）常用工具和设备的使用 

4.2 发动机系统维护 

（1）润滑系统的维护 

（2）燃油系统的维护 

（3）冷却系统的维护 

（4）点火系统的维护 

（5）进气系统的维护 

4.3 底盘系统维护 

（1）制动系统的维护 



（2）行驶系统的维护 

4.4 车身电器系统维护 

（1）数字万用表的使用 

（2）蓄电池的检查与更换 

（3）车身外观检查 

（4）雨刮器的检查与更换 

5.课程资源：本课程的课程资源包括课程标准、教学课件、教学视频、习题

库等。 

二、建设目标 

1.总体目标：建设具有汽车专业特色、高水平的汽车维护精品在线课程，提

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具体目标： 

（1）完善课程内容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使其更加符合行业发展需求和学

生实际情况。 

（2）建设丰富的课程资源，包括教学视频、动画、图片、案例等，提高课

程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3）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

法等，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4）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 

三、建设内容 

1.课程团队建设：组建一支由专业教师、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课程团

队，负责课程的设计、开发、教学和评价等工作。 

2.课程资源建设： 

以学生为中心，针对课程教学目标及职业岗位能力要求，重构资源体系： 

（1）基本资源：覆盖该课程所有知识点和岗位技能点，包括课程介绍、课

程标准、教学日历、教案、课件、习题、作业和微课视频等教学活动必需的资源； 

（2）拓展资源：体现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和最新成果，包括应用于各教学

环节、支持教学过程、较为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辅助资源，如：生产案例、教

学案例、专题讲座、素材资源，专业知识检索系统、演示/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实



习）系统、试题库系统、作业系统、在线自测/考试系统，课程教学、学习和交

流工具及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建设的网络课程等； 

（3）规划建设资源：丰富多样，体现量大面广，实现资源冗余，以方便教

师自主搭建课程和学生拓展学习。课程资源建设形式与标准遵循通用的网络教育

技术标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化传统教学的优势，提高微课程、动画、虚拟仿

真等资源比例。 

3.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采用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先进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利用在线教学平台，

丰富教学形式和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4.课程评价体系建设：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和综合素质。课程评价体系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等方面，评价方式包括考试、作业、实验、项目、报告等多种形式。 

四、建设步骤 

1.第一阶段：课程调研与规划（2022.9-2022.12） 

（1）对汽车维护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调研，了解企业对汽车维护人才

的需求和要求。 

（2）根据调研结果，制定汽车维护精品在线课程的建设规划和方案，明确课程

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建设步骤和保障措施等。 

2.第二阶段：课程资源建设（2023.1-2024.12） 

（1）按照课程建设规划和方案，组织课程团队进行课程资源的建设，包括教学

视频的录制、动画的制作、图片的收集、案例的编写、习题库的建立等。 

（2）对建设完成的课程资源进行审核和修改，确保课程资源的质量和准确性。 

3.第三阶段：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2024.1-2024.12） 

（1）组织课程团队进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和创新，探索适合在线教学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如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 

（2）利用在线教学平台、虚拟仿真软件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形式和内

容，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4.第四阶段：课程评价体系建设（2024.1-2025.6） 



（1）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课程评

价体系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评价方式

包括考试、作业、实验、项目、报告等多种形式。 

（2）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试用和完善，确保课程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5.第五阶段：课程推广与应用（2024.9-2025.6） 

（1）将建设完成的汽车维护精品在线课程在学校内部进行推广和应用，提

高课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积极与其他院校和企业进行合作和交流，将课程资源共享给其他院校和

企业，提高课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成立汽车维护精品在线课程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负责课

程建设的组织、协调和实施等工作。 

2.资金保障：设立汽车维护精品在线课程建设专项经费，保障课程建设的顺

利进行。 

3.技术保障：加强与在线教学平台、虚拟仿真软件等技术供应商的合作，确

保课程建设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4.师资保障：加强课程团队的建设和培训，提高课程团队的教学水平和业务

能力。 

5.质量保障：建立健全课程建设的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定期对课程建设的

质量和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