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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一辆汽车约由 1 万多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对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汽车零部件的构造特征对他们了解汽车结

构原理，快速检测并排除故障至关重要。建立空间曲面、空间曲线的

方程，并在数学软件中绘制出相应的图像、重现汽车零部件的构造特

征是本次教学任务的重要内容。 

一、教学分析 

本次教学内容选自我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一年级下学期

的课程——高等数学。课程是该专业的基础课，一共 108 学时。在此

之前，学生已完成了一学期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根据课程目标，对

所选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从而得到教学内容的 7 个单元，分别是：

函数、极限、连续、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向量与空间

解析几何、二元函数微积分。本次教学选自第 6 单元向量与空间解析

几何中的第 5 模块：二次曲面与空间曲线，8 学时。 

表 1 内容安排 

模块 项目（学时） 核心问题 

二次曲

面与空

间曲线 

球面柱面（2） 汽车后视镜设计 

旋转曲面（2） 汽车前照灯射光原理 

空间曲线（3） 汽车螺丝钉螺纹线模型 

数学实验（1） 利用数学软件绘制汽车零部件的图像 

 

表 2 岗位需求及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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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

对象 
职业岗位需求 

学情分析 

优势 劣势 

汽车

检测

与维

修技

术专

业一

年级

学生 

能够掌握汽车运用技术

专业的基本知识，具有

汽车生产装配调试、故

障检测维修、汽车美容

装饰、汽车驾驶、车辆

鉴定评估理赔、车辆事

故查勘、营销与服务能

力等职业岗位技能 

有一定的解析几何

基础和汽车理论知

识和专业素养，对

数学软件有一定的

了解，愿意接受直

观的、动态的学习 

中学解析几何基

础不扎实，接受

能力不强，抽象

思维也不足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岗位需求和学情分析，确定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如下： 

知识目标： 

理解球面、柱面、旋转曲面、空间曲线的定义，掌握常见的空间

曲面、曲线的方程。 

能力目标： 

能根据要求写出曲面、曲线的方程及识别它们的图像。建立数学

与实物的联系，能在数学软件中重现汽车零部件的空间图像，理解它

们的构造。 

素养目标： 

通过数形结合，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

能力。结合专业，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分组教学，培养

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在将来的职业岗位上更好的发挥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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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二、教学设计 

     本课程遵循“以应用为导向，以能力为目标”专业结合、学以致

用的理念进行教学设计，以“三乘二”即 

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各环节。 

依据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本次教学内容采用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任务驱动、自主探究、多元评价的教

学方法，实行分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引入云课堂、微信、抖

音、数学软件、flash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化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教学气氛。 

教学过程从时间上分，可以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学

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探究学习、课后拓展学习完成整个教学过

程。 

本次教学内容，采用云课堂在线测验、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等多

元评价方式，多维度、多样化的综合评估学生学习过程。 

在设计过程中坚持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地向学生渗透各种

价值观。  

三、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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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前，通过云课堂发布小组作业，让学生通过学习、思考、讨

论和动手来完成课前任务；课前微课学习达到知识学习、资料准备的

预习目标。 

在课中，以课前小组作业汇报、教师点评凝练问题、学生小组讨

论解决问题、在线测试、教学评价等环节设计教学过程。 

小组作业汇报：每小组选出一名同学来汇报本小组所提交的作业，

包括解决思路、完成情况，遇到的问题。 

 

 

 

教师点评凝练问题：在小组依次汇报结束后，教师对各小组进

行点评，并凝练提出当次课的核心问题。 

 

情景展示：为增强趣味性及专业结合，教学中会进行情景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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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视频等）。 

 

 

学生自我解决问题：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等形式由学生自主解决问题，教师点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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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测试：为了检测学生课堂学习效果，发布云课堂随堂测试。

比如在项目一球面与柱面的测试中，为测试学生对它们的方程形式及

特点的掌握。我们给出6道方程，及6种曲面，学生通过计算化简方程

选择对应的曲面选项。根据测试结果，即可快速判断学生的掌握情况，

以便有针对性地安排后续的教学活动。 

  

师生双向评价：教师向学生展示云课堂学生得分情况，对表现

良好、较差的同学分别进行激励、督促。因云课堂不能实现问卷调

查数据导出，从而不能进一步的对数据统计处理，所以我们借助

MYCOS教学评价系统发布问卷，学生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进行评价，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教师进行教学总结、改进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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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后，通过云课堂发布课后作业思考和学习材料，让学生巩

固学习效果，培养创新精神。并通过“趣味小课堂”（一般以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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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视频的形式发出）作为知识延伸。 

        

四、教学效果 

1. 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学生对汽车零部件的构造原理、空间

图像特征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使学生有了

较好的专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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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课堂、微信、抖音、数学软件、flash 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

化手段的使用，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

者，而是整个学习过程的主角。学生满意度有了提高，对课程和教师

的评价都有所提升。 

3. 通过分组教学、合作探求，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任务的教学

模式，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通过本次课的学习，学生

更愿意贡献个人的力量去实现团队的成功。 

 

4.教学模式设计和教学方法引入上充分考虑了高职学生的认知规

律和性格特点，易于被学生接受，学生认可率较高。 

表 3 本模块内容结束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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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选项 小计 百分比 

本次课程你最喜欢哪个

教学环节？      

教师理论讲授 11 47.83% 

动画演绎解惑 13 56.52% 

数学软件操作 13 56.52% 

相关视频播放 2 8.70% 

联系实际的例子 1 4.35% 

本次教学哪种学习方式

让你收获最大？ 

课前小组任务 7 30.43% 

课中小组讨论 12 52.17% 

例题讲解 2 8.70% 

课堂练习 2 8.70% 

课后你偏爱哪种学习习

惯？             

传统作业本方式 1 4.35% 

图书馆查阅资料 1 4.35% 

同学间相互讨论 5 21.74% 

云课堂、微课、网络学习 16 69.57% 

你觉得以下哪个解决问

题的方法较好？ 

软件绘图验证 18 78.26% 

理论推导 3 13.04% 

小组讨论 2 8.70% 

以下哪个是你经常用的

课后休闲方式？ 

追剧 2 8.70% 

刷抖音 13 56.52% 

运动 10 43.48% 

关注热点，看资讯刷头条 10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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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特色 

1. 专业结合。教学内容围绕学生专业相关内容展开，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归属感和学习兴趣。达到公共课为专业课服务的目的。 

    2. 任务驱动、小组合作探究等教学方法的引入，树立了学生在

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的潜力。 

3. 云课堂与 Mycos教学评价系统结合。前者可进行教学，精准

记录整个教学过程，实现了对学生评价的过程化、即时化。后者可

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导出统计，是云课堂评价的补充。最终实现教

师和学生课中课后双向评价。 

4. 多种数学软件 Microsoft Mathematics、GeoGebra、MATLAB

的使用，实现了空间曲面、曲线的可视化、动画化，展现了数学的魅

力，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5. 教学过程中坚持课程思政，以结合时政、列举实例的方式无

形地向学生渗透了爱国、审美、辩证唯物主义等价值观。 

六、教学反思 

1. 本次授课内容建立了汽车零部件所对应的空间曲面、曲线的

方程及空间图像的绘制，体现了专业结合。下一步应该思考将数学与

专业进行更加深度的结合，让数学更好的为专业课服务。  

2. 课程教学采用分组教学、合作探究模式，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任务提交，考核评价时小组得分即视为成员得分。但在教学过程中发

现个别同学主动性不够，没有在小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下一步将探

索更优化的分组模式、更细化的考核评价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