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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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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作为汽车维修领域的核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还承载着培

养学生全面职业素养的重任。论文探讨了该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与路径，通过融入家国情怀、职业精神、工匠精神

等思政元素，旨在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汽车维修行业输送高素

质的专业人才，同时践行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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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of	the	automotive	maintenance	field,	the	course	of	Automotive Chassi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not only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carri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as and path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is course.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patriotism,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craftsmanship, it 
aims to achiev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ies,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for the automotive 
maintenanc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it practices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full 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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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作为汽车维修领域的核心课

程，其深远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此课程不仅深

度剖析汽车底盘的构造奥秘、功能特性及运行机理，更着重

于培养学生掌握零部件拆装、故障诊断与修复的高超技艺。

然而，教育的真谛在于全面发展，本课程亦不例外。在教学

实践中，我们需巧妙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旨在塑造

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通过阐述汽车维修行业对国家经济的

推动作用及社会价值，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家国责任感；

弘扬工匠精神与劳动美德，鞭策学生精益求精、勤勉敬业；

同时，强化职业规范与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环保意识，

为职业生涯铺设坚实基石 [1]。因此，《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课程以创新教学为驱动，融合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致力于

培养汽车维修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1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思政建设的
思路

本课程以根植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全面职业能力为核

心，巧妙融合家国情怀、职业敬业、工匠精神、创新意识、

行业规范及安全环保责任感等思政要素，深入挖掘课程内在

价值，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价值观、劳动美德、人文

关怀及职业素养等无缝对接至教学各环节。

①聚焦于中国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汽车底盘

领域及其关键零部件的技术进步。通过深入剖析中国汽车产

业的发展战略和底盘技术的突破，我们旨在激发学生对中国

汽车工业及自主技术的自豪感，引导他们将个人梦想与“中

国梦”“汽车强国梦”紧密相连，从而坚定“四个自信”，

培养深厚的爱国情怀。

②着重展示汽车底盘技术中的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历

程以及技术攻关的艰辛与成就。这些实例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传递了攻坚克难、科学严谨的

学习态度，以及创新创造的精神。我们鼓励学生以科技报国

为己任，为国家的汽车技术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③引入汽车企业，特别是底盘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的

生动案例，通过讲述这些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和企业

精神，以及大国工匠、先进人物和技术专家的故事，为学生

树立学习的榜样。我们引领学生汲取吃苦耐劳、勤勉钻研、

诚信服务与爱岗敬业的精髓，以及那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以此点燃他们内心对卓越的持续渴望 [2]。

④在实践操作上，将维修现场的“8S”管理规范、安

全生产原则、节能环保理念的价值观，巧妙地渗透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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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让学生亲历实践、在实践中体会，我们塑造他们理论与

实践并重、团队协作与诚信友善并行的品格，同时深化他们

对规范操作意识，以此致力于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崇尚劳

动、热爱劳动的优良品德。

2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思政建设的
路径

2.1 精选思政要点，深化课程内涵
在《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的教学实践中，思政元素

的融入需超越教材的表面文字，通过深入探索与提炼，实现

与课程内容的无缝融合。我们的教学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学生

的专业技能，更在于培养其积极向上的职业心态和深厚的爱

国情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精心规划课程内容，确保

思政元素与汽车底盘知识的紧密结合。在理论教学环节，我

们讲述汽车底盘的历史沿革、技术创新及关键技术的突破，

不仅传授知识，更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历史人物与科学家对汽

车工业发展的巨大贡献。特别地，我们注重介绍那些为汽车

工业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与科学家，他们的智慧、

勇气与坚持，既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爱国情怀的生动

写照。通过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与爱国情怀，使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领悟

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实践操作层面，我

们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与精益求精的精神 [3]。例如，在

使用游标卡尺、百分表和千分尺进行精确测量时，我们强调

数据准确性对车辆状况评估的重要性，以此锤炼学生的工匠

精神；在安装与检查螺栓扭矩及位置时，我们严格要求，使

学生深刻认识到车辆安全的社会责任；通过查阅维修手册、

记录拆装流程，我们锻炼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与团队合作精

神。此外，课程评价体系的创新也是思政融合的关键一环。

我们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除了传统的理论知识考核外，还

引入过程性考核与第三方评价，特别关注学生的职业素养、

工作态度等。企业专家的参与，为学生提供了以行业标准为

尺度的实践指导，有助于培养其严谨认真、勇于挑战的优秀

品质。综上所述，《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的思政融合，

不仅体现在对“思政”二字的直接诠释上，更蕴含于对学生

全面素质的培养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念引导的深度

融合，秉持并践行贯穿始终、全方位培育的教育理念。

2.2 课程思政与教学过程的融合

2.2.1 融合生动案例视频，激扬爱国情怀与敬业精神
在《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应

致力于将科学实例与课堂内容紧密结合，以此丰富教学维

度，引领学生深入探索，并全面培育其爱国情怀与专业敬业

精神。

教师应聚焦于中国汽车产业的蓬勃兴起，特别是汽车

底盘领域及其核心零部件的技术飞跃。通过深度解析中国汽

车产业的发展蓝图和底盘技术的重大突破，旨在点燃学生对

中国汽车工业及自主技术的自豪感。教师应鼓励学生将个人

梦想融入“中国梦”与“汽车强国梦”的宏伟愿景中，以此

坚定他们的“四个自信”，并培育深厚的爱国情怀 [4]。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精心挑选汽车企业，尤其是底盘及其零

部件生产企业的生动案例，通过讲述这些企业的成长轨迹、

文化精髓和企业精神，以及大国工匠、杰出人物和技术专家

的感人故事，为学生树立了鲜活的学习楷模。教师应引导学

生汲取他们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爱岗敬业的精神甘露，以

及驱动不断向前的卓越工匠精神，从而激励学生不断突破自

我，勇攀高峰。 在讲解课程绪论时，教师应通过播放国内

外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视频，特别是中国汽车企业的崛起之

路，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国汽车工业从落后到领先的巨大飞

跃。教师应展示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中国汽车品牌在世界

舞台上的卓越表现，以及中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向“中

国智造”的华丽转身。这些视频不仅让学生直观见证了中国

汽车工业的辉煌成就，更激发了他们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

感，激发他们立志投身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洪流的坚定信念，

以及为祖国繁荣昌盛不懈奋斗的深厚爱国情感。

2.2.2 铸就汽车底盘领域持续学习观，锤炼学生科学

严谨与创新精神
第一，为学生铸就一种在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领域内

持续探索的学习观念。通过深入剖析专业知识体系与行业标

准认证的重要性，结合行业领军人物及专家的成长轨迹与辉

煌成就，激励学生正视自身专业技能的局限性，并意识到唯

有不断学习、精进技艺，方能在职业生涯中为客户创造更高

价值，从而深刻理解“终身学习，永不止步”的真谛。

第二，鉴于汽车专业人员必须具备的严谨求实精神，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巧妙地将思政元素渗透于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的每一个细节之中。通过不断强化这一职业精神的

重要性，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树立起全生命周期

学习的坚定信念与卓越品质。例如，在探讨离合器、变速器

等核心部件时，不仅传授理论知识，更需以真实案例为纽带，

生动展现这些技术发明背后的感人故事，以此加深学生对严

谨求实专业态度的认同，并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意识 [5]。特

别是在离合器的教学中，可以巧妙借用“离合”之寓意，引

申至历史哲理“天下大势，分合无常”，引导学生树立辩证

思考的能力，同时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实现专业知识传

授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衔接，共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2.3 点燃学生探索热情，培育其深厚的人文关怀情怀
学生未来将要面对的是多样化的客户群体，这就要求

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应是人文关怀的传递

者。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担当这一角色，教师需在日常教学

中，细腻地融入德育精髓，逐步铸就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

为他们的职业生涯铺设坚实的基石。

以汽车制动系统的深度剖析为引子，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们开启一段关于“安全守护与温情关怀”的探索主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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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讨论制动系统的核心价值、运作原理及日常检查要点

时，教师可以提出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每当我们轻触

刹车，背后所承载的安全重量是多少？在每一次的出行中，

我们如何确保将这份安全稳稳地送达每一位乘客的心中？”

这些问题不仅点燃了学生的专业探究欲，更引领他们将思考

的触角延伸至更宽广的人文关怀领域。此外，教师还可以结

合实际的维修案例，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人文关怀的重要

性。例如，在讲述制动系统维修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一

个因为忽视细节而导致事故发生的案例，让学生们深刻认识

到，每一个维修环节都紧密关联着客户的生命安全，任何细

节都绝不能轻视。这样的案例使学生们直观地理解到，人文

关怀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必须渗透进每一次维修服务的实

际行动中。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汽车底

盘构造与维修的精髓，更在心中种下了人文关怀的种子。未

来，当他们面对客户时，这份关怀将化作耐心倾听、细心诊

断与贴心服务的源动力，让每一次维修都成为一次传递温暖

与安全的旅程。

2.2.4 依托角色扮演，培育敬业、诚信、友善及安全

环保责任感
汽车专业的学生们未来将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为了

让他们更生动、直观地理解汽车底盘故障诊断与维修的过

程，教师可以紧密结合教学任务与目标，深入分析学生的基

础水平，精心构建一个贴近现实的情境。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将敬业、诚信、友善等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教学之中，采

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模拟真实的故障维修场景，全方位还原

维修流程。

从客户初次预约、接收故障车辆，到检测诊断，乃至

整个生命周期的服务，工作人员都需要与客户保持密切的沟

通。这种沟通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客户的满意度。因此，在教

师进行实战训练时，应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展现学生的

专业素养，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同时，教

师要引领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强调友善待人、诚

信做事的重要性，并对此进行强化训练。此外，教师还应着

重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安全环保责任感。在角色扮演中，

要求学生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对待每一次维修任务，确保工作

的精准与高效。同时，强调安全环保的重要性，让学生在实

践中学会如何安全操作，如何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承担起应

有的社会责任。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在掌握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增强实践能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

诚信、友善、敬业以及安全环保的责任感，为未来的职业生

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2.2.5 利用竞赛学习法，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在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的实训环节中，教师可以提前

布置相关的问题，要求小组进行预习和探讨。在正式授课时，

为了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各小组间展开激烈的

竞赛。当小组阐述完解决问题的方案后，教师会适时地进行

补充和点评。这种小组间的竞赛形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专

业技能，更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实现了“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此外，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课程，

以其鲜明的实践性特色，要求我们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必须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此，教师还可以设计一种全

新的考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学习小组成为核心单元，每

个小组都设有组长，成员间分工明确，共同构成一个紧密相

连的团队。对于汽车专业的学生而言，团队协作能力是未来

职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素质。故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需

积极启发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促进他们与组内伙

伴间的和谐协作与有效沟通，以此不断锤炼他们的团队精神

与合作能力，为他们的长远发展构筑稳固的基石。

综上所述，《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的思政建设，

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的

爱国情怀、敬业精神、人文关怀、团队协作等多重素养。通

过深入挖掘课程知识体系的内在价值，将思政元素无缝对接

至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能够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导向的

内在统一，为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构筑了稳固的根基。未来，

我们将持续求索，勇于创新，不断精进课程中的思政教育融

合，为汽车维修行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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