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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案例选自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

模块二项目五任务二新能源汽车高压部件安全检修。基于企业真实工作案例，理虚实结

合，引导学生安全规范的完成高压部件检修工作任务。 

案例针对以往教学中存在的教学模式单一，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契合度不高，技能训

练策略单一，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接岗位工作过程设计学习过程，创新“5P”教学

模式；构建“三模块、三主题、七环节”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搭建思政矩阵，实现思政元

素与教学内容的高度契合；针对学习内容特点，设计“仿练-换练-赛练-拓练”分阶递进

技能训练策略，实现岗位技能螺旋上升；基于增值理念，构建“四化一体”评价机制，勾

勒学生数据画像，把脉学生全过程发展。 

通过本案例改革，学生对课程满意度高达 98%，课堂活动参与率等平时表现超过 97%。

通过本案例改革赋能课程改革，学生技能水平进步显著，低压电工证考证通过率 100%，参

加竞赛获省级奖项 7项；教师教学质量提升明显，团队教学质量评价优秀 6人次，教师获

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省级课程思政研课会一等奖，校级课程思政

案例一等奖，教学方法创新获省级媒体报道，在同类课程教学改革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案例实施 

1.思路 

本案例的改革思路坚持以存在的教学模式单一、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契合度不高、

技能训练策略单一、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导向，校企双元合作深入分析学情，借助

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资源，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构建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教学方

法、完善评价机制等手段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建构岗位职业能力。 



 

 

2.过程 

（1）对接岗位工作流程创新“5P”教学模式，解决教学模式单一问题 

坚持学习过程对接岗位工作流程，基于行动导向理念，将教学过程分为准备

（preparation）、呈现（presentation）、实练（practice）、产出（production）、

提升（progress）五个阶段，根据教学实际细化为“学-入-探-究-练-结-拓”七个环节，

并将岗、赛、证要求及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以“5P”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实施，帮助学生在

真实工作情境中主动建构新能源汽车高压部件检修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实现真正意

义的职业学习。 

 

 

（2）构建“三模块、三主题、七环节”课程思政建设模式，解决思政元素与教学内

容契合度不高问题 

一是紧扣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在 15 项岗位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对接

低压电工证考核内容新增 2项工作任务，融入竞赛典型任务、1+X 证书考核标准优化、新

增 1 项工作任务，“岗课赛证”融通综合确定 18 项工作任务并将其整合为由易到难的会



操作、精检修、善处理三大模块。二是结合课程内容特点，从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

略入手，对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岗位素质需求，双线融合确定“低碳环保、安全规范、

科学高效”的课程思政三主题。三是围绕课程思政三主题，提炼出九个课程思政着力点融

入学习任务，按学-入-探-究-练-结-拓七环节实施教学，有效支撑“5P”教学模式实施。 

 

 

本案例依托该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对接安全规范课程思政主题以及相应的课程思政着

力点，精准挖掘案例教学内容蕴含的思政元素，找准思政载体，构建案例课程思政矩阵，

实现课程思政元素与案例教学内容的高度契合。 

 

 



（3）创新“仿练-换练-赛练-拓练”四练进阶教学方法，解决技能训练策略单一问题 

针对案例内容高压风险大、岗位角色多、关键技能点多等特点，在“5P”教学模式的

实练（practice）和提升（progress）环节，创造性设计“仿练-换练-赛练-拓练”分阶

递进技能训练策略，使学生通过虚拟仿真、角色交换、小组竞赛、第二课堂等方式实现岗

位技能的螺旋上升。 

 

 

（4）数字赋能教学评价体系构建，解决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结合学生个体差异，注重数字赋能，依托智慧课堂、学生发展中心平台，基于增值

理念，通过丰富评价主体、优化评价指标、创新评价策略、强化结果应用、升级数字场

景等举措，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维度构建了多维化、多元化、多样化、动态化的

“四化一体”考核评价机制，有效融入思政评价。通过数据引领把脉学生发展，勾勒学

生数据画像，关注学生可持续发展。 



 

 

 

 

3.做法 

根据本案例实施思路和过程，具体做法如下： 

（1）优化学习目标 

基于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将思政元素融入学习目标，依据学情、课标和岗位能力要求，

确定本案例的学习目标。 

 
 



（2）教学组织流程 

 
 

（3）教学实施过程 

课前“学”，学生自主学习微课及思政案例等资源、完成课前任务，师生在线互动答

疑，结合预学数据调整教学策略。 

 
 

课中，依次完成入-探-究-练-结五个环节。 

“入”，引入企业真实工作案例，采用启发式案例法、任务驱动法等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对高压部件安全拆装与检测的兴趣。 



  

 

 “探”，学生探索知识原理，教师借用动画讲解部件功用，引导绘制高压部件动力

传递路线图。通过融入高压部件涉及的新技术，增强学生科技强国、技术报国的使命感。 

  

 

借助“河南暴雨期间，比亚迪车主为停电小区居民提供手机充电服务”新闻热点，引

出车载充电机的重要性，强化利用所学技能服务社会的意识。在“究”和“练”环节中以

车载充电机为例讲解新能源汽车高压部件安全检修。 

 

 

“究”，小组合作研究完成车载充电机的拆检方法。播放技能竞赛学生示范操作视频，

引导学生完善拆检步骤及方法。 

“练”，小组开展仿练、换练、赛练等，不断精进技能水平。 



“仿练”，学生通过虚拟仿真练习，为零风险实车操作打下基础。 

“换练”前，教师示范操作车载充电机的拆卸任务，通过视频同传投屏，让学生看清

并掌握操作要点，强化规范意识；针对学习内容实践性强、高压风险大、岗位角色多等特

点开展“换练”实操，通过多次轮转实训，学生参与不同岗位和角色实训，反复锤炼专业

技能，深刻体会专业知识蕴含的思政价值，增强了专业信心。 

“赛练”时，学生根据融入岗、赛、证标准的任务实施表、作业评分表，轮转角色完

成实践训练与评价，从而提升实践能力。另外，引入大国汽车工匠视频，培养学生严谨认

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结”，师生总结评价，引导学生进行 7S管理，培养学生安全规范意识和爱岗敬业

的劳动态度。 

课后“拓”，通过技能竞赛、社区服务等引导学生“拓练”，实现第二课堂育人。整

个教学过程通过仿练-换练-赛练-拓练分阶递进的技能训练策略，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增强学生获得感，实现岗位技能的螺旋上升。 

 

 
 

 

 

 

 

 

 

 

 

 

 



（三） 实施效果 

1.素质知识能力并重，提升了育人质量 

（1）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服务意识增强，综合素质提高。课程思政有机融入

教学全过程，对学生的专业认同、学习态度行为、学习效果起到促进作用，加强了学生

职业认同感。利用本案例所学，学生能积极主动通过志愿者身份走进社区普及新能源汽

车常识，社会服务意识显著增强，综合素质提高。 

（2）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扎实，课程认可度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加深了学生

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低压电工证，考证通过率达 100%，学生满意度高达 98%。 

   

图 17 学生满意度 

2.资源数字化，推进了混合式教学 

开发了与课程配套的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资源类型丰富，大力推

进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服务，课程实践

运用效果良好。 

  

  



  

 

3.教学实践成果突出，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通过对本案例教学改革实施进行成果转化，课程获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1项、二

等奖 1项，省级课程思政研课会一等奖并入围年度总会，校级课程思政案例一等奖，课程

被推荐申报山东省 2023 年度社区优秀课程资源、在线精品课程等项目。教学团队指导学

生参加技能竞赛获省级一等奖 3项、二等奖 4项，教学质量评价优秀 6人次，教学质量明

显提升。 

（四） 特色与创新 

1.模式创新：创新“5P”教学模式以及“三模块、三主题、七环节”课程思政建设模

式 

一是坚持学习过程对接岗位工作流程，基于行动导向理念，创新了“5P”教学模式，

有效赋能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建构。二是构建了“课程内容三模块、课程思政三主题、任务

教学七环节”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通过构建课程思政矩阵等方式实现课程思政元素与教

学内容的高度契合，有效支撑“5P”教学模式实施。 

2.方法创新：创新“仿练-换练-赛练-拓练”四练进阶教学方法 

针对学习内容高压风险大、岗位角色多、实训技能点多等特点，以培养学生岗位职业

能力为主线，在技能训练环节设置 “仿练-换练-赛练-创练”分阶递进策略，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意识，增强学生获得感，短时间内实现技能水平快速提升。教学方法改革案例被齐

鲁晚报报道，在同类课程教学改革中示范引领。 

3.评价创新：构建“四化一体”课程教学评价机制 



课程基于增值理念，从课前、课中、课后设计构建评价岗位职业能力的多维化评价指

标，多元化评价共同体，采取多样化评价方式，有效融入思政元素评价，实施基于数字化

平台的动态化评价反馈，勾勒学生数据画像，通过数字赋能学生可持续发展。 

（五）反思与改进 

1.校企合作针对关键技能点开发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资源 

本案例实践性强，在关键技能点的操作中需要借助虚拟仿真解决高风险、难观摩等实

训难题，目前拥有的虚拟仿真教学资源主要借助实训软件系统实现“以虚助实”，加深学

生理解。后续教学中将坚持以岗位要求为标准，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痛点或难点问题，校企

合作开发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资源，解决传统教学短板，强化学生技能。 

2.融入国际职业教育理念开发双语教学资源 

本案例配套的教学资源涵盖了岗位所需的知识点和技能点，教学资源成体系且结构合

理。案例教学资源依托所在在线精品课程项目，被国内多所院校引用。为进一步提高教学

资源建设质量、实现教学资源国际输出，下一步将联合专业英语老师开发双语教学资源，

为一带一路国家学员开展授课、培训，力争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资源。 

 
 
 
 
 
 

本案例为原创案例，不存在思想性、科学性、规范性问题，没有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 填报内容真实无误，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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