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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理论课程考核办法研究 ①

———基于汽车理论教学仿真平台的应用

范例１，２，田晓雪１，王开松１

（１．安徽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２３２００１；２．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０４）

摘　要：教学仿真平台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考核中应当占有一定的比重。改革后的考核办法充分
考虑到了实践教学环节，同时也注重平时成绩，协调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学习动机

刺激水平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考核成绩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课程知识掌握能力。

关键词：汽车理论；考核办法；仿真平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Ｕ４６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７６－０３

汽车理论涵盖汽车动力学理论、整车和总成的性能评价和实验数据分析处理等专业知识，是车辆专

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后期开设的汽车运用和汽车设计课程的专业基础［１］。汽车理论课程包含汽车

整车的六大基本性能。教材按照各性能相关的知识内容分章节，每个章节的内容关联度并不大，且均囊

括了大量专业术语和庞杂的数学公式和模型。学生刚接触本课程的教材时，都会感到知识点繁杂，数学

模型和曲线图众多且抽象［２］。因此，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烈，学习兴趣很难培养起来。

为解决学生学习困难的问题，在ＬａｂＶＩＥＷ环境中搭建了汽车理论教学仿真平台。该平台既能用于
课堂授课时教学演示，在幕布上显示各种车辆性能曲线以及随相关参数值的改变而变化的情况，也能够

用于实践教学，让学生亲自动手修改参数，编写和运行程序，对仿真结果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撰写实验

报告。为了使实践教学能够充分发挥辅助课堂教学的作用，应分配适当的课时数，考核方法中也应有这

一部分的体现。

１　汽车理论课程考核现状
现行的汽车理论课程学生成绩Ｍ由２部分加权求和得到：平时成绩 Ａ和考试成绩 Ｂ。加权求和公

式见式（１）：
Ｍ ＝Ｐ×Ａ＋（１－Ｐ）×Ｂ。 （１）
式中，Ｐ分别为平时成绩Ａ的加权系数。Ｐ一般取２０％ ～３０％。
由式（１）可知，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占较小的比例，不足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也不能全面反映

学生的知识和掌握水平。部分学生对平时成绩重视程度不足，把精力集中在最后的考试准备，而不是平

时的课程学习过程。现行的平时成绩由课堂出勤和平时作业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只能说明学生的出

勤率和作业的质量，并不能全面体现学生平时的学习表现［３］。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细化考核项目以及

优化加权系数，以适应现代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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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汽车理论课程考核办法的修订
汽车理论课程考核办法的目的在于辅助和促进课程教学，评价学生学习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４］。新的考核办法的实施应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检验教学效

果，对教师教学水平进行评价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避免学生单纯注重最终得分，忽视平时的学习过程，考核办法将考核评分项目细化，每一评分项

目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这样学生为了取得较好的成绩，每一个评分项目都必须要按照标准认真完成。

这些项目中有形成性考核项目，也有终结性考试，学生通过临时突击复习的方法无法取得较好的成绩。

只有通过长时间持续、系统地学习才能获得高分，这个分数也能真正反映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效果。

根据新的汽车理论车程考核方法，汽车理论课程考核成绩分别由课堂教学成绩、实践教学成绩和考

试成绩组成。具体考核标准见表１。
表１　汽车理论教学考核标准

一级项目得分Ｍｉ 二级项目得分Ｍｉｊ 加权系数Ｐｉｊ

汽

车

理

论

课

程

成

绩

Ｍ

课堂教学成绩Ｍ１

出勤考核Ｍ１１ ０．１

课后作业Ｍ１２ ０．１

课堂教学参与Ｍ１３ ０．１

实践教学成绩（汽车理论

教学仿真平台）Ｍ２

动力性能仿真Ｍ２１ ０．０４

制动性能仿真Ｍ２２ ０．０４

经济性能仿真Ｍ２３ ０．０４

操纵稳定性能仿真Ｍ２４ ０．０４

平顺性性能仿真Ｍ２５ ０．０２

通过性能仿真Ｍ２６ ０．０２

考试成绩Ｍ３ ０．５

汽车理论课程成绩的计算公式见式（２）：

Ｍ ＝ ∑
ｉ＝ｍ，ｊ＝ｎ

ｉ＝１，ｊ＝１
Ｍｉｊ×Ｐｉｊ。 （２）

式中，Ｍｉｊ为第ｉｊ个加分项目的得分，Ｐｉｊ为第ｉｊ个项目得分在总成绩所占权重。
作为汽车理论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成绩、实践教学成绩和考试成绩成为考核一级项

目，分别占总分的３０％，２０％和５０％。为避免学生一味追求最终得分而忽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新考
核办法对学生的一级项目进行单独考核评分，只有Ｍ１，Ｍ２和Ｍ３全部达到及格以上成绩，总成绩Ｍｉｊ方才
有效，否则记为不及格。Ｍ１和Ｍ２的计算公式见式（３）和式（４）：

Ｍ１ ＝
１
３∑

３

ｊ＝１
Ｍ１ｊ； （３）

Ｍ２ ＝
１
５∑

４

ｊ＝１
Ｍ２ｊ＋

１
１０∑

６

ｊ＝５
Ｍ２ｊ。 （４）

课堂教学成绩由出勤考核、课后作业和课堂教学参与三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都应有具体的量化指

标。例如出勤考核，满勤为１００分，请假缺勤一次扣１０分，无故缺勤一次扣３０分。课后作业实行作业
完成质量反馈控制，即将学生作业的修改订正纳入到学生作业成绩中。具体实施方法是每次作业提交

后首先会对学生前一次的作业订正给出评分，再批改学生当次作业。学生作业的成绩则由每一次作业

完成质量得分和每一次作业订正质量得分以７∶３的比例加权求和得出。课堂教学参与项目包括教学
过程中学生的听课状态、学生主动问答，课下与教师进行专业知识问题交流等方面，分数亦由各方面单

独评价后按６∶３∶１加权求和得出。
实践教学成绩按照汽车理论教学仿真平台的实验内容分为动力性能仿真 Ｍ２１，制动性能仿真 Ｍ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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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能仿真Ｍ２３，操纵稳定性能仿真Ｍ２４，平顺性性能仿真Ｍ２５和通过性能仿真Ｍ２６６部分
［５］。在教学过

程中，各性能仿真子平台的难易程度不同，并且各汽车性能仿真子平台对学生的学习掌握程度要求也不

同。因此，各性能仿真子平台占整个考核成绩的加权系数也会有一定差异。仿真平台实践教学的评分应

考虑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动问答、编程的能力和课后实验报告的撰写质量三个方面。

考试成绩则由学生试卷卷面分数给出。试卷采用Ａ，Ｂ卷，所有的试题从题库中抽取［６］。试题类型

均为主观题，在考察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水平的基础上强调知识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目的是为学生今后

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打好基础，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利用书本知识解决理论和工程问题的能力。

３　结语
将基于汽车理论教学仿真平台的实践教学环节加入到传统汽车理论教学过程中之后，学生的课程

成绩考核方法应相应地完善和改进。改革后的考核方法不仅考虑到汽车理论的实践教学环节，也考虑

到理工科课程传统成绩考核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考核方法中增加基于汽车理论教学仿真平台的实践

教学考核，加大课堂教学过程成绩的比重，并且建立具体的评分标准，使其更好地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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