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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催生学生学习动力 
王德良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0） 

摘要：结合汽车专业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存在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多角度探讨催生学生学习动力的方法，保障学生职业

生涯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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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专业学生在专业课程学习中，存在主动学习、创新

学习、终生学习意识不高，究其原因是学习动力不足，从课

程思政等角度催生学生学习动力，可提高专业教学质量，能

够保障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 

一、利用行业、产业发展趋势催生学习动力 

为进切实践行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型策略，抢

抓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同汽车产业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国

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汽车产业向电动

化、智能化与网联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包括顶层

产业发展规划、法律法规、路测、商业化应用等在内的多层

次、宽领域的产业发展战略，并建立起长沙、无锡、天津（西

青）、重庆（两江新区）四大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为智能

网联汽车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预计到 2025 年，部分自动

驾驶及有条件自动驾驶级别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将突破

50%，高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将在限定区域及特定场景

内实现商业化应用，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是国家从汽车大

国向汽车强国转型策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毕

业生，即将面临维修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专业课现在如

果不打要基础，在不久的将来将不会修车，个人的职业生涯

轨迹要与国家的战略轨迹相一致，只有这样，职业生涯才能

走的更远、更久。 

 
二、简化技术催生学习动力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学生对新技术往往有怕

的情绪，怕学不会，智能网联汽车采取的技术路线为车路协

同，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5G 等各项技术，

连接¡°智慧的车¡±与¡°智慧的路¡±。¡°智慧的车¡±即

搭载各类智能软件及硬件设备的自动驾驶车辆；¡°智慧的

路¡±则指的是在各类路侧设施协助下，辅助自动驾驶车辆

进行环境感知与即时通信。车路协同实现的关键在于人、车、

路、云四要素的实时数据互通，通俗的讲 就是用电脑操控

车辆，其操控的发动机运转、车辆转向、制动也就是所学的

专业课程内容，高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动机控制、

车辆转向、制动系统的检测与维修和传统汽车相同，在校学

好相关专业课程，也可胜任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的维修，

消除对新技术怕的学习心理，树立我能、我行的信心，激增

学习动力。 

三、梳理技术内容催生学习动力 

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是多种常见技术的精巧组合，其

中的单项技术在专业课程设置中都有，学好专业课程，也就

可能掌握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是车联

网与智能车的有机结合，即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控制器和

执行器等装置，运用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车与人、

路、云等信息共享互换，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

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在汽车行业大变局中，

具备电动化、智能化与网联化三大特征的智能网联汽车顺应

行业变革趋势，已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之一及各整

车厂重点发力方向，电动化、智能化技术传统车上已有应用，

网联化技术学生在平常生活中无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运用专

业课程内容是维修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基础。 

四、理清技术路线催生学习动力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可分为基础层、传输层与应用

层。基础层。基础层包括各类车载及路侧软硬件设备和整车

装配制造。芯片、传感器、高精度地图、线控底盘、智能座

舱配置与软件系统等与车辆结合，使得车辆自主完成定位、

感知、决策规划与转向控制等行驶功能，是实现车辆智能化

与网联化的基础。传输层。传输层对车辆行驶及路侧交通信

息进行实时整合与交互处理，是引导车路协同的关键。传输

层的主流技术包括专用短程通信技术 DSRC 与 C-V2X，其中

C-V2X 可较大程度跨越通讯距离障碍，已成为我国首要攻坚

的通信技术。应用层。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主要分为载人

与载物两类。载物类商用智能网联汽车已在仓储、末端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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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矿区、港口码头等场景下实现部分商业化落地；而载

人类乘用智能网联汽车受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的影响，落地

难度较大且应用范围有限。学生了解技术路线，才明白从哪

里学，学习就有规划，主动学习意识就会增加。 

五、分析技术关键要素催生学习动力 

学生了解技术关键要素，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高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中的人、车、路、云是四个关键要

素人：驾驶员在车载终端 OBU、传感器、高精度地图及定位

系统等软、硬件设施协助下，可更为精准与高效地判断车辆

行驶及交通路况。同时，智能座舱及车载娱乐软件系统的搭

载，使得驾驶员与车辆之间的交互更为智能与实时。车：车

辆通过车载硬件对行驶环境进行感知，这是智能网联汽车落

地的首要环节。各类车载硬件包括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激

光雷达及毫米波雷达等。雷达与摄像头捕捉、接收与车辆行

驶相关的视频、图片及电磁波等信息，叠加控制执行硬件系

统，从而判断道路交通实时情况，辅助自动驾驶的实现。路：

路侧通信单元 RSU、路侧感知设施如摄像头和雷达、计算控

制设施等硬件构成¡°智慧的路¡±基础设施。在各硬件协作

下，理想的¡°智慧道路¡±可集环境感知、实时通信、规划

决策、自动修复等功能于一身，通过实时收集车辆行驶及道

路交通数据，实现数据动态交互，从而辅助驾驶决策。云：

云控平台是引导智能网联汽车有序运行的¡°无形大脑¡±，

人、车、路之间的信息交互离不开云控平台的辅助。传感器

在收集车辆与路况信息的同时将其上传至云端，借助云控平

台云计算及边缘计算功能完成信息交互及决策分析后，再将

行驶决策传回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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