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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

本次课选自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汽车底盘构造与拆装》课程，选用新

形态一体化、十二五规划教材《汽车构造与拆装》，本次课为项目四任务 4.1：

制动块更换，共 4学时。

图 1 课程内容架构

2.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为本专业高职二年级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已组成制动器实训

场地的自主运维班级小组，已初步形成工量具使用，零部件摆放的规范意识、已

掌握制动系统的基本作用与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喜欢动手实践，喜欢合作、开

放的学习方式，但对于规范操作需进一步加强、在实车上的操作能力有待提升。

图 2 学情分析

3.教学目标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X证书标准和企业技术标准，确定思政、知

识、能力三维目标，旨在培养新时期汽车行业的新型技能人才。

思政目标：（1）深植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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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思考，主动探究，提高学习工作效率；

（3）细节完善，制定完整工作计划；

（4）严格操作流程，遵守行业规范。

知识目标：（1）掌握盘式制动器的结构；

（2）掌握盘式制动器的工作原理；

（3）分析制动块磨损会造成哪些故障现象。

能力目标：（1）能够查找维修手册；

（2）能够制定制动块更换的标准工作流程；

（3）能够完成制动块更换工作。

4.教学重难点

由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确定了教学重点；依据学情分析并结合往届学生学

业情况和教师经验，预判了本次课的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1）劳动安全意识；

（2）制动间隙。

教学难点： 正确更换制动块。

二、教学策略
1.结合学生特点，以学生为中心，采用“标准引领、任务驱动、环境塑造、

立体评价”线上线下的“双擎四驱”教学策略，达到有趣、有效、有用的教学成

效，培养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汽车人。

图 3 双擎四驱教学策略

2. 对接汽车底盘拆装流程，实施“学-询-策-施-评-拓”六步教学模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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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务驱动，自主学习与小组合作相结合，原理探究与实训操作相结合，完成“更

换制动块”核心教学任务。

图 4 思政元素与教学环节的融合过程

三、教学实施
1.课前导学

自主运维：教学实训中心实行学生自主运维管理机制，纳入第二课堂学分。

轮岗值周小组需对实训车辆、工具设备进行管理和维护，记录相关情况并报备；

协助老师准备实训场地，规整工具设备。自主运维管理在培养学生劳动习惯的同

时，也降低了材料浪费与设备损耗。

平台学习：学生在职教云观看思政导学，进一步强调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同时完成制动器系统的基本作用和分类、盘式制动器的工作原理等微课学习，参

与课前话题讨论，并完成测试。老师结合测试结果，调整教学设计。

根据本次课前学生的学习反馈，学生对制动块更换的职业规范，还不能牢记

于心，于是安排在任务实施环节进一步强调安全操作、拆装流程的规范、零件摆

放的规范等。

图 5 思政导学—安全的保障 图 6 课前学习反馈

2.课中实施

（1）任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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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反馈让学生看到自己的问题，使接下来的学习更有针对性；引入“制动

器异响”真实案例创设真实情境；案例分析环节采用合作探究方式，学生查询制

动器异响的原因，根据制动器的结构与原理进行分析，小组讨论故障原因，之后

小组展示，进行组间互评，老师归纳总结。

图 7 教师讲解 图 8 小组讨论

学生结合实物以及老师的讲解，认识盘式制动器的结构，并进行小组 PK，

分别讲解盘式制动器的组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竞争意识。

在学习过程中，认真理解盘式制动器间隙自调原理，体会小小密封圈在维持

制动性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在工作中，没有岗位高低之分，每个

岗位都很重要。

（2）任务决策

根据制动块更换微课视频，小组讨论制定制动块更换工作计划。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查找维修手册，结合课堂学习完善工作计划。老师引导大家遵循企业标准流

程制定工作步骤。

各组展示工作计划、小组互评、各组修正工作计划。培养学生合理分工，群

策群力。

图 9 小组展示 图 10 组间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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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务实施

分组完成制动块更换工作任务，通过场地准备、工具准备；按照制订的工作

计划，操作员、记录员、安全员、信息员各司其职，小组成员团结协作，完成制

动块的更换。教师在此过程中进行巡视指导，进一步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提醒学

生要养成规范的、良好的职业习惯。完成任务后，对实训场地进行 7S 管理。

图 11 更换制动块

（4）任务测评

根据记录点评各组工作任务，强调完整拆装步骤。同时强调定期检查制动块

磨损情况，才能防止意外发生，又一次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图 12 任务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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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拓展

绘制思维导图，总结完成任务所需知识技能点。引入故障案例，发布讨论。

让学生能够深植安全意识并且学以致用。

图 13 学生作业

四、 教学效果
1.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技能显著提升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在“六步”教学模式中，学生对于理论知识掌

握的更加牢固，实训操作也更加熟练。

2.劳动素养和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

通过实训场地自主运维，场地设备得到有效维护，故障率降低，耗材量降低，

卫生指标 100%合格。学生的劳动意识、责任意识、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明显提

升。职业规范理解更加深入，正确树立了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

五、特色创新
1.梳理出“思政-知识-技能”树，强调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

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一体化。

2.将安全意识作为本次课教学重点之一，通过学-询-策-施-评-拓六步教学模

式，贯穿教学的全过程，解决本次课的思政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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