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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Maintena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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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requires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working methods, so that the teaching classroom 
will be more efficient. Taking the current teaching work of automobile engin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exchange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content of classroom practic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t classroom construction level in the current design teach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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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互换”与高效课堂实践研究——以《汽车发动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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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工作要求改变传统的教学工作模式以及工作方法，使教学课堂更加高效率。论文以当前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这
门课程教学工作为例，对实际教学过程中角色互换和高校课堂实践教学工作内容进行探讨，旨在提高当前设计教学工作过程
中的高效课堂构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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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工作背景下，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将课堂主导权交还给学生，最大程度

上解放学生。所以相较传统课堂来讲，当前的新课程改革工

作所要求的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需要通过转变师生角色

来实现高效课堂的构建。本论文就以实际学科内容为研究对

象，对当前高效课堂构建过程中角色互换的实现途径进行

论述。

2 引导学生积极实践

现如今的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教学，已经逐渐打

破传统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模式的束缚，提倡“活动单导学”

课堂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这种教学模式充分强调

并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主学

习，然后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对于汽

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这门课程来讲，相较其他课程要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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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实践性特征，所以在开展教学工作时，需要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自主探究，真正实现人人参与实践的效果。

2.1 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对于实际教学工作来讲，为了让学生能够在学习时更加

积极主动而且自觉，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广阔的舞台，

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在学习时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例如，在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正文课程教学工作中，因为需要开展

深层次的实践教学活动，所以教师就可以在理论课程教学中

引出实践教学活动的内容，并且对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讲解，

指导学生如何开展实践锻炼。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使

用幽默的语言，表述自己过去在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教学

中发现的问题，不仅能让学生对实践教学活动产生充足的兴

趣，还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建立更加融洽的师生关系，

让学生在这种融洽和谐的氛围下，自发研究探索实践活动。

2.2 设置问题激发学生兴趣

对于学生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以及疑问是探究

知识的起点，同时也是激发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出发点。所

以在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例如，发动机内部的机械构造是如何实现

精准配合与运作的，为什么能够在各零件的配合下产生精密的

机械运动以及带来强大的动力？这些问题都与汽车发动机构造

与维修这门课程有实际联系，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爱好针对问题进行分组研究。现在线上资源比较丰富，学

生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网上信息查阅，或者进行实际调查研

究，从而对发动机构造具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在研究的过

程中，因为本身是带着疑问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学生针对发动

机构造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对于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这门课程

的兴趣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1]。

2.3 树立强大的学习信心

在实践课程教学工作中，因为许多学生并未接触过汽车

发动机，或者是对发动机没有任何了解，所以可能会对实践

教学工作产生一定程度的畏惧感。对于教师来讲，需要给予

学生充分的肯定与信任，并且鼓励学生进行动手实践，在教

学过程中真正掌握自身所学的理论知识。例如，在研究汽车

发动机构造的过程中，可以鼓励学生对发动机进行拆解以及

辨认零部件，然后让学生进行组装。可能部分学生因为没有

接触过或者是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会在拆解及组装

时遇到问题，这个时候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对学

生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让学生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并且对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工作内容不再畏惧，树立良好的学习

自信心，锻炼自身的勇气 [2]。

3 增加课堂教学宽度及厚度

对于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这门课程来讲，为了能够真

正做到学有所用，需要紧随当前汽车发动机构造的变化去开

展实地教学工作。学生本身的发展尚不成熟，自身的知识储

备量比较少，对一些新鲜事物以及新的知识内容的认知还停

留在表层，无法很快地辨别事物本质。在汽车发动机构造与

维修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中，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所以

需要教师进行适当的点拨与指导。

3.1 全面的答疑解惑

学生本身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运用相较教师来讲具有一

定的差距，所以在实践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导致学生始终无法实现教学所制定的相应目标。例如，在讲

解发动机各零部件构造以及名称时，部分学生虽然能够快速

记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忘却，等到实际操作时不能

够很好地分辨各种不同零部件，因此在拆卸以及组装的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错放的现象。当出现这一问题时，教师要根据

自身对发动机构造的理解以及拆卸的经验，对学生进行适当

的点拨，解答学生存在的问题，带领学生走出实践锻炼的盲

区和误区，帮助学生提高实践动手能力。

3.2 趣味性的师生互动

对于现阶段的学生来讲，无论年龄大小对于新鲜事物的

兴趣都是比较强的，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点拨与答疑解惑

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开展

教学工作。例如，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可能因为自

身的操作失误或者是对知识内容的运用错误，在汽车发动机

拆卸与维修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进行点拨的时候，需要采

用平和、幽默的语气，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而不是用

刻板、严肃的语气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指正。因为学生的自尊

心都比较强，当出现错误时已经比较紧张，如果教师还采用

非常严肃且刻板的语气，那么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畏惧

心理，并在之后的实践过程中畏手畏脚。所以对于教师来讲，

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变化状况以及认知能力进行全面掌握，然

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对学生在实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0.7367



19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0 期·2021 年 5月

践锻炼与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让学生既能够有

所收获，纠正自己在实践锻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不

会产生失落、畏惧心理 [3]。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新课程改革工作来讲，要求教学工作充

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释放学生的天性，所以在此过程中

需要互换师生角色，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教学主体。教师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转变自身的角色与教学观念，真正以

学生为主体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作为指导者与引导者对学生

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指证与解答，发挥自身答疑

解惑的作用，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发挥自主学习能

力以及探究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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