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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标准 

 一、课程的性质、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面向汽车维修企业汽车机电维修职位，培育学

生检修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能力，是汽车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 

《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是以职业行动为导向，基于工作进程的项目化

课程。该课程的教学运行以工作任务为目标来引导教学组织进程，采纳教学做一

体的教学模式，教学进程中综合运用现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小组合作教学法

等多种教学方式，通过学生主动和全面的学习完成课程目标要求。 

（二）课程的任务 

通过《汽车发动机机械维修》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专业能力、社会能力

与方式能力三方面能力目标。该课程的学习需《机械制图》、《汽车保护》等前续

课程的支持，同时支撑《汽车综合故障诊断》等后续课程的学习。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专业能力 

一、具有制定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保护、故障诊断和修理作业打算的能力。 

二、具有正确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各组成部份及整体的检测与调整的能

力。 

3、具有正确进行汽车发动机拆装与检修的能力。  

4、具有分析与描述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工作进程并诊断汽车发动机机械

系统故障的能力。 

五、具有对已完成的任务进行记录、存档和评判反馈的能力。 

（二）社会能力 

一、具有较强的职位平安责任意识、环保意识、质量意识和经济意识。 

二、具有作业小组团结，沟通协作能力。



3、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心理素养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4、具有独立学习、获取新知识、分析和能力、处置信息的能力。 

（三）方式能力 

一、具有从个案中找到共性，总结规律，积存体会的能力。 

二、具有触类旁通，检修不同车辆的能力。 

3、具有理论实践相结合，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参考学时 

   96 课时 

四、课程学分 

      6 学分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通过汽车维修企业调研，对汽车机电维修职位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项目

进行分析，结合学生技术、知识的认知规律，以汽车发动机机械检修进程中的典

型故障检修为载体，将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项目分解为具有完整工作进程的

6个学习任务，将 6 个学习任务进行教学设计转化为 6个学习情境，并依照职业

能力的成长进程对学习任务进行合理排序。以故障检修为载体，使学生学习具有

很强的目的性并能激发学生的爱好，课程教学采纳行动导向教学，通过学生主动

全面的学习，培育学生的职业能力。课程教学内容及建议学时如表 1所示。 

表 1 《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教学内容及建议学时 

序

号 

学习情境 子情境 
学时 

建议教学形式 

1 

发动机功率不足的

故障检修 

1、发动机信息采集 4  行动导向 

2、气缸压力测量 4  

3、机体组检修 10 

4、活塞连杆组检修 6 

5、气门组零件的检验 4 

6、气门座的检修 6 

2  1、曲轴的检修 10 行动导向 



 

发动机异响的故障

检修 

   

2、气门传动组检修 6 

3、配气机构的装配与调

整 
6 

3 

发动机机油压力异

常的故障检修 

1、机油压力检测 2 行动导向 

2、机油压力过低故障检

修 
4 

4 
发动机温度异常的

故障检修 

1、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故

障检修 
8 

行动导向 

5 

传统柴油机启动困

难故障检修 

1、输油泵泵油不畅的检

修 
4 

行动导向 

2、喷油器喷油不良的检

修 
4 

3、喷油泵校正 8 

6 
发动机总成的总装

与调试 

1、发动机总装 6 行动导向 

2、发动机调试 4 

总计  96  

六、教学建议 

   （一）团队规模 

专兼职教师6人左右，其中专职教师4 人，兼职教师 2人，职称和年龄结构

合理，互补性强。 

   （二）任课教师专业背景及能力要求  

第一学历所学专业为机械类、电子类、汽车类等专业，取得学士学位以上学

位或一样学历，具有必然的汽车维修企业工作或企业挂职实践体会，熟悉典型车

系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具有较强的汽车机械系统故障检修能

力，具有丰硕的教学体会，能够承担理论实践一体化、工学结合的学习领域课程

教学。 

（三）课程负责人要求 

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或具有学士以上学位，从事《汽车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教



学 5年以上（从行业、企业调入的 3年以上），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



有较强的汽车机械系统故障检修能力，有必然的企业实践经历与体会，能踊

跃主动地承担各类教学任务的“双师”素养专职教师。 

  （四）兼职教师要求 

在汽车机电维修职位工作累计 5年以上，了解汽车机械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

理，具有丰硕的汽车发动机机械故障检修的实践体会，有必然的教学体会，能够

协助专业教师或独立承担理论实践一体化、工学结合的学习领域课程教学。  

  （五）考核评判 

    一、考核评判 

采取以职业能力考核为重点的工学结合考核方式，并尽可能由行业企业人员

参与或以行业企业评判为主，成立进程考评（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课程考评）

相结合的考核评判体系。 

二、进程考核评判 

    进程考评评判依照学生在每一个学习情境或每一个学习任务的教、学、做的

教学进程中，学生参加课堂学习、实践训练、小组协作学习、任务完成情形等所

反映出的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效。即对教学进程进行实时监控，考

评学生对学习任务的把握情形，探讨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或缺点，适时调整教学

方式与手腕。 

结果形式：考勤表、工单、任务考核评判表和进程监控记录表等。 

3、期末考核评判 

    在学期未进行综合知识和能力的考核，一样为笔试，也能够采纳实操考核和

现场提问等多种形式，了解学生通过一学期的学习是不是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结果形式：试卷和期末成绩。 

4、校企合作形式 

依托行业，与丰田汽车、通用汽车等知名汽车企业合作，成立丰田 T-TEP 学

校和通用 ASEP 学校，学院与企业一起设计、一起投入、一起培育人材，将企业

的项目培训体系嵌入专业教学体系中，辐射丰田汽车、通用汽车全国 4S 店实施

定单培育，成立紧密型校企合作网络。同时，与滨州岳海



集团等区域众多汽车品牌 4S 店及综合汽车维修企业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

地，为学生顶岗实习提供场所。聘请企业技术骨干作为专业顾问和兼职教师，参

与课程体系构建、课程开发与教学、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和学

生顶岗实习指导等。要将行业企业的工作流程与标准、先进的企业文化引入教学

中。 

五、实施说明 

依照校企合作企业定单要求和校内实训基地具体教学条件，依据《汽车机械

系统检修》课程教学设计指导框架，具体制定本课程的教学实施方案，进一步细

化和明确教学载体、工作任务、资源条件，依照“教、学、做”一体化进行学习

情境设计和教学单元设计，并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教学。  

 

《汽车底盘熟悉与拆装》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汽车运用与维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将汽车底盘构造与维

修知识融为一体，旨在培育学生的大体职业能力和方式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

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任务 

    本课程是运用与维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学习汽车传动系

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汽车底盘机械故障诊断方式与维修工艺等

知识，使学生熟悉汽车底盘各机构与系统的功用、结构与原理，把握汽车底盘总

成与部件的功用、结构与原理，把握汽车底盘各总成的拆装步骤、方式和技术要

求，具有汽车底盘机械故障诊断与维修的大体能力。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专业能力目标；通过系统的教学汽车底盘构造、原理、保护、修理等

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在把握汽车底盘大体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把握底盘保

护和机械故障的诊断与维修方式，具有底盘保护和一样故障诊断与维修的能力。 

    （二）方式能力目标；会查阅汽车底盘技术资料；熟悉不同汽车底盘的类型，



了解不同类型汽车底盘的拆装技术；能够熟练的利用经常使用工具和汽车专用拆

装工具；能正确拆装改换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各总成及部

件；把握汽车底盘的要紧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社会能力目标；具有必然的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及和谐能力；具有平

安操作意识和环保意识，会处置废料。 

三、参考学时   180  学时 

四、课程学分   10   分 

五、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派 

项   目 任   务 
学 时 

安 排 

理实 

比例 

项目一：绪论 

任务一：汽车底盘系统概述 2  

任务二：掌握传动系统的布置形

式 
3  

任务三：了解汽车底盘技术的发

展状况 
3  

项目二：传动系统 

任务一：掌握离合器的结构组成

及工作原理 
11 1:1 

任务二：掌握变速器的结构组成

与工作原理 
11 1:1 

任务三：掌握万向传动装置的结

构组成与工作原理 
11 1:1 

任务四：熟悉驱动桥的结构组成 11 2:1 

项目三：行驶系统 

任务一：熟悉车架与车桥的结构

组成 
8 1:1 

任务二：掌握车轮与轮胎的结构

组成 
8 2:1 

任务三：熟悉悬架的结构组成 8 

1:1 

任务四：掌握行驶系统的维修 8 

项目四：转向系统 任务一：熟悉转向理论 9 1:1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一）项目一：绪论 

    任务一：汽车底盘系统概述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汽车底盘的整体构造 

   （2）技术目标：熟悉汽车底盘的整体部件 

    2.教学内容：汽车整体构造；汽车行驶原理；汽车维修基础知识、大体方式。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利用多媒体展现汽车底盘技

术的进展；利用视频、动画展现传动系统的布置特点。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 

    任务二：把握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汽车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 

  （2）技术目标：熟悉汽车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 

 

任务二：熟悉机械转向系统 9 1:1 

任务三：熟悉动力转向系统 

18 1:2 

任务四：掌握转向系统的维修 

项目五：制动系统 

任务一：熟悉制动原理 8 1:1 

任务二：熟悉制动器的结构组成 8 1:1 

任务三：熟悉制动传动装置 

16 1:1 

任务四：熟悉制动力调节装置 

项目六：底盘总成的拆装

与清洗 

任务一：掌握底盘总成的拆卸 10 1:1 

任务二：掌握总成底盘的清洗 8 1:1 

任务三：掌握底盘总成的装配 10 1:1 



   2.教学内容：汽车整体构造；汽车传动原理；汽车维修基础知识、大体方式。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利用多媒体展现汽车底盘技术

的进展；利用视频、动画展现传动系统的布置特点。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 

    任务三：了解汽车底盘技术的进展状况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汽车底盘技术的进展状况 

   （2）技术目标：熟悉汽车底盘技术的进展状况 

    2.教学内容：汽车底盘技术的进展状况；汽车维修基础知识、大体方式。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利用多媒体展现汽车底盘技

术的进展；利用视频、动画展现传动系统的布置特点。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 

    （二）项目二：传动系统 

    任务一：把握聚散器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聚散器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把握聚散器的操作机构。 

   （2）技术目标：熟悉聚散器的调整与检修  

    2.教学内容：聚散器概述；聚散器总成；聚散器操作机构；聚散器的调整及

检修。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聚散器

总成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聚散器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进行聚散

器的故障诊断及排除。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 

    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      任务二：把握变速器的结构组成与工作原理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变速器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把握变速器的操作机构。    

   （2）技术目标：熟悉变速器的调整与检修  

    2.教学内容：变速器概述；变速原理；变速器操作机构；手动变速器器的调

整及检修。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变速器

总成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变速器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进行手动

变速器的故障诊断及排除。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三：把握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组成与工作原理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把握万向节的构

造。    

   （2）技术目标：熟悉万向传动轴的拆装与检修 。 

    2.教学内容：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万向节的构造；万向传

动轴拆装与检修。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万向节

总成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万向传动装置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万

向传动轴拆装与检修。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四：熟悉驱动桥的结构组成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驱动桥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把握主减速器的构造；差速

器的构造。    

   （2）技术目标：熟悉驱动桥的拆装与调整 

    2.教学内容：驱动桥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差速器构造；主减速器的构造；

驱动桥的拆装与调整。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驱动桥

总成的结构特点；主减速器的结构；利用视频、动画展现驱动桥总成的工作进程

及原理；进行驱动桥拆装与调整。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三）项目三：行驶系统 

    任务一：熟悉车架与车桥的结构组成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车架与车桥的结构组成。 

   （2）技术目标：把握车架的构造与检修 

   2.教学内容：行驶系概述；车架与车桥构造及检修。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行驶系的

组成与工作原理；利用视频、动画展现行驶系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进行车架

与车桥检修；参观 4S店。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      任务二：把握车轮与轮胎的结构组成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各类轮辋与轮胎的结构。    

   （2）技术目标：车轮与轮胎的拆装与调整  



    2.教学内容：各类轮辋与轮胎结构组成；车轮与轮胎的拆装与调整。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各类轮

辋与轮胎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车轮与轮胎的拆装与调整。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三：熟悉悬架的结构组成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独立悬架的结构，

减震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技术目标：熟悉独立悬架的拆装；减震器的拆装；悬架的检修 。 

    2.教学内容：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独立悬架的结构，减震器

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悬架的检修。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非独立

悬架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独立悬架的结构，减震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利用视频、动画展现独立悬架的拆装与检修，减震器的拆装；悬架的检修 。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四）项目四：转向系统 

    任务一：熟悉转向理论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转向系的功用、类型；把握转向系参数。 

   （2）技术目标：熟悉转向系类型及参数  

    2.教学内容：转向系概述；转向系的功用、类型；转向系参数。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转向系

总成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转向系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 

    4.



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生。注

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

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试情形，

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      任务二：熟悉机械转向系统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转向器的构造，转向操作机构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2）技术目标：把握转向器的拆装与调整，转向传动机构的拆装与调整。  

    2.教学内容：转向器的构造、转向操作机构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转向传动机

构的结构、功用。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转向器

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转向器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进行转向器、转

向传动机构的拆装与调整。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三：熟悉动力转向系统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动力转向系的工作原理及组成；把握动力转向系的要紧

部件。    

   （2）技术目标：把握动力转向系拆装与调整 。 

    2.教学内容：动力转向系的工作原理及组成；动力转向系的要紧部件；动力

转向系拆装与调整。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动力转

向系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动力转向系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动力转

向系的拆装与调整。 

    4.



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生。注

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

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试情形，

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五）项目五：制动系统 

    任务一：熟悉制动原理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制动系的功用、类型；把握制动系的工作原理。  

  （2）技术目标：熟悉制动系的功用、类型；制动系的工作原理。  

   2.教学内容：制动系概述；转向系的功用、类型；制动系的工作原理。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制动系总

成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制动系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      任务二：熟悉制动器的结构组成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鼓式制动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盘式制动器的结构与工

作原理。    

   （2）技术目标：把握制动器拆装与调整，制动间隙的调整。  

     2.教学内容：鼓式制动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盘式制动器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制动器拆装与调整，制动间隙的调整。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各类制

动器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各类制动器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进行制

动器拆装，制动间隙的调整。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

学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

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



考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三：熟悉制动传动装置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液压制动的类型、制动主缸、制动轮缸的结构。    

   （2）技术目标：熟悉液压制动的类型、制动主缸、制动轮缸的结构。    

    2.教学内容：液压制动系统的类型、制动主缸、制动轮缸的结构，液压制动

系统放气。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液压制

动系的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液压制动系总成的工作进程及原理；液压

制动传动装置的拆装与调整。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考

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四：熟悉制动力调剂装置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制动增压装置的类型，真空增压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

真空助力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的大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2）技术目标：熟悉制动增压装置的类型，真空增压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

真空助力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的大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2.教学内容：制动增压装置的类型，真空增压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真空助

力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的大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等）：通过教具、挂图讲解熟悉制

动增压装置的类型，真空增压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真空助力式液压制动传动机

构的大体结构特点；利用视频、动画展现真空增压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真空助

力式液压制动传动机构的工作进程及原理；液压制动传动装置的拆装与调整。  

    4.考核评判：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综合评判学

生。 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

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术竞赛及

考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六）项目六：底盘总成的拆装与清洗 

    任务一：把握底盘总成的拆卸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    

  （2）技术目标：熟悉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及

拆卸。    

   2.教学内容：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立足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取得培

育，采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4.考核评判：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

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

术竞赛及考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二：把握底盘总成的清洗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     

  （2）技术目标：熟悉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及

清洗。    

   2.教学内容：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立足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取得培

育，采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4.考核评判：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

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重视平常测试、实验实训、技

术竞赛及考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任务三：把握底盘总成的装配 

    1.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把握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    

   （2）技术目标：熟悉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及

装配。    

    2.教学内容：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各总成的大体结构。     

    3.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手腕、教学资源）:立足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取得

培育，采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4、考核评判：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

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 

   六、教学建议 

   （一）教材选用（或教材编写） 

    1.以山东省经济进展为基础，以鲁北地域保有量较大的车型为例，引入职业

资格和行业标准要求，紧密结合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位需求，进行内容组织，充分

表现职业教育特色与本地特点。 

    2.以适度够用、平安标准为原那么，引入必需的理论知识，增加理实一体化、

任务驱动式教学内容，采纳多种教学模式组织教学。 

    3.以课程标准为大体要求，教材内容应有所拓展，能够将新设备、新技术、

新工艺及时适当的纳入教材，以知足汽车维修进展的实际需要。 

    4.编写教材力争做到语言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深切浅出；图形的选

用尽可能采纳立体图形，实操部份多采纳照片图和维修手册中的图片等。  

   （二）教学方式与手腕 

    1.立足于增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育，紧密结合职业技术证书的考核，能

够采纳理实一体化教学、项目式教学等方式组织教学。  

    2.灵活运用集体讲解、小组讨示范演示、答疑指导、分组训练、综合实践等

教学形式，从学生实际动身，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爱好，让学生学中

做、做中学。 

    3.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配合实物教学设备，借助数字化教学资源等手腕，

把最新的汽车维修资料展此刻学生眼前，改善教学成效。  

   （三）课程整体评判方法 

    1.坚持多元化的评判原那么，实行日常考核、理论考核与实训考核相结合的

评判方式。 

    2.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常测试、实验实训、

技术竞赛及考试情形，综合评判学生。 

    3.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  

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专门给予鼓舞，综合评判学生的能力。 

    4.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为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爱好，应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尽可能采

纳现代化教学手腕，鼓舞学校通过购买、校企合作或自主研发的方式获取多媒体

课件、挂图、实物教具、影像资料、电子教案、实训指导书、试题库等数字化教

学资源。 

   （2）为使教学媒体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在实施教学进程中，踊跃开

发和利用电子书籍、电子论坛、教育网站、汽车费讯网站等网络信息资源。  

                 

《汽车电器》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要求 

一、 课程的性质地位 

本课程是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骨干专业课程，在整个专业教学

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其任务是：使学生具有汽车电器设备的大体知识和汽

车电器设备维修的大体技术。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技术训练，使学生系统把握

汽车电器的结构、大体工作原理、利用和维修、检测和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

等大体知识和大体技术。 

二、 任务要求 

（1）本课程以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为依托，构建教、学、做一体

化的课程体系，依照“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

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使理

论结合实践。 

（2）在确保专业理论知识够用、有效的前提下，强化、优化专业实训、实

习教学，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级技术型人材培育模式。  

（3）本课程以汽车电器设备系统为主线，兼顾其它一些常见车型、高级车

型的汽车电器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4）使学生便于把握职位（群）要求的职业技术，容易触类旁通，形成自

主学习； 

（5）教学进程中依照具体教学任务采纳现场教学和互动方式，配合多媒体

动画、图形教学及实训室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 知识目标： 

（1）把握常见汽车电器设备的结构和大体工作原理。 

（2）把握汽车电器设备的利用、保护及故障分析的知识。 

（3）了解汽车电器设备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二、 职业技术目标： 

（1）能读懂汽车电路图，能用电路图分析汽车电路的大体工作情形。 

（2）把握汽车经常使用电器设备的拆装和检修方式。 

（3）把握常见汽车电路故障的诊断和排除方式。 

   （4）能正确利用汽车器气设备维修中经常使用的工具、设备、仪器和仪表。 

3、 职业素养养成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育学生踊跃向上、酷爱专业，对待学习和工作认真

负责态度和精神。 

三、参考学时  88 课时 

四、课程学分  6 分 

 五、课程教学内容及说明 

一、 课程要紧内容说明 

本课程以汽车电器设备系统为主线，即电源系统：讲述蓄电池、发电机、

电压调剂器的结构和原理，充电系的线路组成；起动系统：讲述启起动机的组

成原理，起动系统线路组成；点火系统：讲述传统点火系统和电子点火系统的

组成及工作原理；照明及信号系统；仪表系统；辅助电器系统等。依照课程内

容要求，设置了蓄电池技术状况的检查和保护；发电机及调剂器的拆装及保护；

起动机的拆装及保护；起动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点火系电路的连接；点火正

时；点火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前照灯的检查与调整；照明、信号、仪表、报

警电、路的连接与故障诊断；全车线路的接线及排除故障等 10 个实践项目，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从职位需要动身，形成以

能力为导向的课程结构体系。 

 二、 课程教学内容 

专业课程（含课内实践） 

序

号 

单元（工作任务模块

或实训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

时安排 



1 蓄电池 

蓄 电 池 的 功

用、结构、型号、

容量、工作原理及

特性;蓄电池的使

用、维护与充电方

法、蓄电池常见故

障及排除方法、免

维护蓄电池及其特

点 

   采 用 多 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蓄电池的

功用、结构、型

号、容量、工作

原理及特性，2

学时；蓄电池的

使用、维护与充

电方法、蓄电池

常见故障及排

除方法、免维护

蓄电池及其特

点，2学时。 

4 

了解蓄电池的

构造、型号、工作

原理、特性及容量。 

掌握蓄电池的

使用、维护与充电

方法。 

熟悉蓄电池常

见故障及排除方

法。 

了解免维护蓄

电池的结构特点、

用途。 

蓄电池技术

状况的检查和

维护（实训项

目）利用实训室

进行教学。2学

时。 

2 



2 
交流发电机及调节

器 

交流发电机

的功用、分类、结

构与型号、工作原

理及特性 

交流发电机

电压调节器的功

用、分类及电压调

节原理。 

FT61、FT111

型触点电压调节器

的基本电路，工作

原理及特性。 

电子电压调

节器的基本电路、

工作原理、工作特

性及应用实例。 

交流发电机

充电系统的使用及

故障诊断。 

无刷交流发

电机。 

采用多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交流发电

机的功用、分

类、结构与型

号、工作原理及

特性，交流发电

机电压调节器

的功用、分类及

电压调节原理，

2学时；FT61、

FT111 型触点

电压调节器的

基本电路，工作

原理及特性，电

子电压调节器

的基本电路、工

作原理、工作特

性及应用实例，

2学时；交流发

电机充电系统

的使用及故障

诊断，无刷交流

发电机，2 学

时。 

6 



  

掌握发电机及

调节器的构造、工

作原理及检测维修

方法。 

掌握汽车充电

系的组成，电路及

检测维修方法。 

掌握汽车充电

系的使用及故障诊

断。 

了解无刷交流

发电机结构、工作

原理。 

发电机及

调节器的拆装

及维护（实训项

目）利用实训室

进行教学。2学

时。 

2 

3 起动机 

起动系的组成；

起动机的组成及分

类。 

起动用直流电

动机的构造及工作

原理。 

起动用直流电

动机的型式、工作

特性、影响因素。 

起动机的传动

机构。 

电磁控制强制

啮合式起动机。 

其它型式的起

动机。 

起动机的使用

与故障诊断。 

采 用 多 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起动系的

组成；起动机的

组成及分类。起

动用直流电动

机的构造及工

作原理。起动用

直流电动机的

型式、工作特

性、影响因素。

2学时。起动机

的传动机构。电

磁控制强制啮

合式起动机。其

它型式的起动

机。起动机的使

用与故障诊断。

2学时。 

4 



  

掌握起动系的

组成、电路及检测

维修方法。 

掌握起动机的

一般构造，工作原

理，工作特性。 

电磁控制强制

啮合式起动机的构

造、工作过程及电

路。 

了解其它型式

起动机的结构与工

作过程。 

掌握起动机的

使用、检测维修与

故障诊断方法。 

起动机的

拆装及维护（实

训项目）利用实

训室进行教学。

2学时。 

 

4 

起动系的故

障诊断与排除

（实训项目）利

用实训室进行

教学。2学时。 

4 点火系统 

点火系概述。 

传统点火系的

组成、工作原理及

特性。 

点火系统主要

零件的结构。 

磁感应式无触

点火系统。 

霍尔式电子点

火系统。 

光电式电子点

火装置。 

电子点火系统

的使用。 

采用多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点火系概

述。传统点火系

的组成、工作原

理及特性。点火

系统主要零件

的结构。2 学

分。磁感应式无

触点火系统。 

霍尔式电子点

火系统。2 学

时。光电式电子

点火装置。电子

点火系统的使

用。2学时。 

6 



  

掌握点火系统

的种类、组成、电

路及检测维修方

法。 

掌握分电器、

点火线圈组成、工

作原理及检修测试

方法。 

掌握电子点火

系的正确使用和故

障检查。 

点火系电路

的连接（实训项

目）利用实训室

进行教学。2学

时 

6 

点 火 正 时

（实训项目）利

用实训室进行

教学。2学时。 

点火系的

故障诊断与排

除（实训项目）

利用实训室进

行教学。2 学

时。 

5 
照明设备与信号装

置 

汽车的照明与

灯光信号装置的种

类与用途。 

前照灯。 

低压直流日

光灯与光导纤维照

明。 

转向信号灯

的闪光器。 

电喇叭。 

倒车信号装

置。 

采用多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汽车的照

明与灯光信号

装置的种类与

用途。前照灯。

2学时。低压直

流日光灯与光

导纤维照明。转

向信号灯的闪

光器。2学时。

电喇叭。 

倒车信号装置。

2学时。 

6 



  

了解照明系

统、信号系统的组

成及工作原理。 

掌握照明系

统、信号系统的电

路连接。 

掌握照明系

统 、信号系统安装

检测及调整方法。 

前照灯的

检查与调整（实

训项目）利用实

训室进行教学。

2学时。 

2 

6 
仪表及辅助电器设

备 

仪 表 ( 电 流

表、机油压力表、

水温表、燃油表、

车速里程表、转速

表) 

报警装置。 

电动刮水器

和风窗玻璃洗涤

器。 

起动预热装置。 

晶体管电动

汽油泵。 

汽车电气设备

对无线电波的干扰

与防止措施。 

    采用多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仪表(电

流表、机油压力

表、水温表、燃

油表、车速里程

表、转速表)。2

学时。报警装

置。电动刮水器

和风窗玻璃洗

涤器。2学时。

起动预热装置。

晶体管电动汽

油泵。汽车电气

设备对无线电

波的干扰与防

止措施。2 学

时。 

6 



  

掌握仪表装置

的组成、工作原理、

电路及检测维修方

法。 

掌握报警装置

的构造、工作原理、

电路及检测维修方

法。 

熟悉电动刮水

器、风窗玻璃洗涤

器的结构、工作原

理及使用方法。 

掌握起动预热

装置的结构原理及

电路连接。 

掌握电动汽油

泵的结构、工作原

理及使用方法。 

了解汽车防电

子干扰措施及原

理。 

熟悉开关、保

险装置、接线盒的

种类、功用、线路

连接。 

照明、信

号、仪表、报警

电路的连接与

故障诊断（实训

项目）利用实训

室进行教学。2

学时。 

2 



7 
汽车电器设备总线

路 

汽车电路基础

元件(导线、线束、

连接器)。 

汽车电路图的

表达方法。 

线 路 分 析 方

法。 

汽车电路图实

例。 

采用多媒

体，结合实物和

动画进行教学，

其中：汽车电路

基础元件(导

线、线束、连接

器)。汽车电路

图的表达方法。

2学时。线路分

析方法。汽车电

路图实例。2学

时。 

4 

掌握汽车电器

线路图的读图方

法。 

能看懂汽车电

路图并能拆画汽车

电路总图。 

全车线路的

接线及排除故

障（实训项目）

利用实训室进

行教学。2 学

时。 

2 

机动 4 

复习、考试 
合计学

时 

合计学时 60 

本课程的另开设的专周实训课程 

实训项目

编号 

 实验（训）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要求 

项目实验

（训） 

设计 

学时

安排 

1 

蓄电池的

检测与充

电 

掌握蓄电池的检测方法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蓄电池的初充电，补

充充电等方法 

2 

交流发电

机的拆检

与试验 

熟悉交流发电机的拆解

及装复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交流发电机各部零



件及总体的装复 

 



  
正确进行交流发电机的

检测与试验 
  

3 

调节器的

检测与试

验 

掌握晶体管电子调节器

的静态检测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熟悉晶体管电子调节器

的动态试验测试 

4 
充电系统

线路检测 

熟悉充电系统的线路连

接及电流走向并会正确

分析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充电系统线路故障

的检测方法和步骤 

5 

起动机的

检修与试

验 

熟悉起动机的解体组装

工艺和方法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起动机各主要零件

及总成的检查与修理方

法 

正确使用电器万能试验

台检验起动机的工作性

能 

6 
起动线路

检测 

熟悉启动系的线路连接

及电流走向并会正确分

析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启动系线路的检测

方法与步骤 

7 
分电器的

检修 

分电器总成的解体与清

洗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分电器主要零件的检修 

分电器的装复、调整与试

验 

8 

点火线圈

的检测与

试验，火花

掌握点火线圈的外

部检验及初.次级绕组短

路、断路、搭铁检验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塞的检查  



  

掌握点火线圈的发火强

度检验 
  

掌握火花塞的检验、

调整方法 

9 

电子点火

系线路检

测 

熟悉充电系的线路连接

及电流走向并会正确分

析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充电系线路的检测

方法与步骤 

10 

桑塔纳

2000Gsi 轿

车（时代超

人）电喷发

动机电控

系统导线

与元件的

检测 

熟悉电喷发动机电控系

统线路连接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电喷发动机电控系

统导线与元件的检测方

法 

11 
电喇叭的

检修与调 

掌握电喇叭、喇叭继电器

检验、修理与调整方法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12 

前照灯的

检查与调

整 

掌握检测前照灯的光束

照射位置（光轴偏斜量）

和发光强度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正确进行前照灯的光束

照射位置（光轴偏斜量）

的调整 

13 
仪表线路

检测 

熟悉仪表线路的连接及

电流走向，并会正确分析 
教师讲解、

演示，学生

动手实操 

2 
掌握仪表线路的检测方

法与步骤 

复习、考试 2 

总学时 28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组织建议 

  一、教学方式 

（1）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法。 在教学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时，以启发式

和研讨式课堂教学为主，注重学生智力开发，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加深领会。 

（2）直观和现场教学法。 在教学中，尽可能使多媒体动画与现场教学

（实物、示教板等）相结合，使教学直观明了；再通过实训教学巩固和加深。关

于实践性较强的教学内容，那么采纳现场教学和实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

学生能亲眼看到，亲手做到，使感性熟悉与理性熟悉有机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探

讨性学习。 

（3）案例教学法。 在教学进程中，选择适合的案例来进一步加深教学

内容。 

2、教学手腕 

（1）、关于理论部份的教学内容，应尽可能采纳多媒体图画、动画教学手

腕，以提高教学成效。 

（2）、有实训内容的模块应尽可能采纳“一体化教学模式”教学。 

（二） 教学评判建议 

一、期末考核评判及方式 

考核方式原那么上以教务处发布的要求为标准。 

一样考核形式：本课程为考试课，课程终止即进行书面考试。 

采纳期末综合考试的方式对学生对本课程把握情形进行考核，占总评成绩

60%。 

二、教学进程评判 

采取平常考核（包括平常考勤、作业）、能力考核（包括课堂提问、课堂实

践），占总评成绩 40%。 

3、集中实训评判（可参照以下表格进行评判）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1 

蓄电池的

检测与充

电 

掌握蓄电池的检测方

法； 

  掌握蓄电池的初充

电，补充充电等方法。 

实操 20 分 



2 

交流发电

机的拆检

与试验 

  熟悉交流发电机的拆

解及装复； 

  掌握交流发电机各部

零件及总体的装复； 

  正确进行交流发电机

的检测与试验。 

实操 20 分 

3 

调节器的

检测与试

验 

掌握晶体管电子调节

器的静态检测； 

熟悉晶体管电子调节

器的动态试验测试。 

实操 20 分 

4 
充电系统

线路检测 

  熟悉充电系统的线路

连接及电流走向并会正

确分析； 

  掌握充电系统线路故

障的检测方法和步骤。 

实操 20 分 

5 

起动机的

检修与试

验 

  熟悉起动机的解体组

装工艺和方法； 

  掌握起动机各主要零

件及总成的检查与修理

方法； 

  正确使用电器万能试

验台检验起动机的工作

性能。 

实操 20 分 

6 
起动线路

检测 

  熟悉启动系的线路连

接及电流走向并会正确

分析； 

  掌握启动系线路的检

测方法与步骤。 

实操 20 分 

7 
分电器的

检修 

  分电器总成的解体与

清洗； 

 

实操 20 分 



  

分电器主要零件的检

修； 

  分电器的装复、调整

与试验。 

  

8 

点火线圈

的检测与

试验，火花

塞的检查 

掌握点火线圈的外

部检验及初、次级绕组

短路、断路、搭铁检验； 

  掌握点火线圈的发火

强度检验； 

掌握火花塞的检验、

调整方法。 

实操 20 分 

9 

电子点火

系线路检

测 

熟悉充电系的线路连

接及电流走向并会正确

分析； 

掌握充电系线路的检

测方法与步骤。 

实操 20 分 

10 

桑塔纳

2000Gsi 轿

车（时代超

人）电喷发

动机电控

系统导线

与元件的

检测 

熟悉电喷发动机电控

系统线路连接； 

掌握电喷发动机电控

系统导线与元件的检测

方法。 

实操 220 分 

11 
电喇叭的

检修与调 

掌握电喇叭、喇叭继

电器检验、修理与调整

方法。 

实操 20 分 



12 

前照灯的

检查与调

整 

掌握检测前照灯的光

束照射位置（光轴偏斜

量）和发光强度； 

 

实操 20 分 



  

正确进行前照灯的光

束照射位置（光轴偏斜

量）的调整。 

  

13 
仪表线路

检测 

熟悉仪表线路的连接

及电流走向，并会正确

分析； 

掌握仪表线路的检测

方法与步骤。 

实操 20 分 

说明：在实训考核中一个学生任意取 5个模块进行考核。 

 

（四）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1 

蓄电池 

了解蓄电

池的构造、型

号、工作原理、

特性及容量。 

掌握蓄电

池的使用、维

护 与 充 电 方

法。 

笔试+实操 15分 

2 

交流发电机及

调节器 

掌握发电

机及调节器的

构造、工作原

理及检测维修

方法。 

笔试+实操 10分 

3 起动机  笔试+实操 20分 



 

 

掌握起动

系的组成、电

路及检测维修

方法。 

  

4 

点火系统 

掌握点火系统

的种类、组成、

电路及检测维

修方法。 

笔试+实操 20分 

5 

照明设备与信

号装置 

了 解 照

明系统、信号

系统的组成及

工作原理。 

笔试+实操 15分 

6 

仪表及辅助电

器设备 

掌握仪表

装置及辅助电

器 设 备 的 组

成、工作原理、

电路及检测维

修方法。 

笔试+实操 10分 

7 
汽车电器设备

总线路 

掌握仪表线路

的检测方法与

步骤 

笔试+实操 10分 

（五）教材选用 

以项目或任务为载体,将课程的知识、技术、态度三者融入教材内容,强调

理论与实践结合、教材与实际结合、操作与治理结合的理论实践一体化教材． 

（六）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一、多媒体课室   有功能比较齐全，能够播放动画、视频等的多媒体课

室。 

二、汽车电器实训室   有传统的蓄电池和免保护蓄电池、交流发电机总

成、电子调剂器总成、起动机总成、传统点火系示教板和电子点火系示教板、

照明和仪表示教板、桑塔纳电器设备总线示教板等功能齐全的实训室。 

（七）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多媒体资源：有完善的多媒体课件及试题库。 



二、实验（训）室利用：课内教学实训项目及专周实训项目均在实训室安

排完成。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本课

程构建于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基础,发动机构造等专业课程的基础之上，要紧针对

汽车机电维修工职位,培育学生对电控系统结构、原理的熟悉,并能够利用现代诊

断和检测设备进行综合故障诊断、分析，零部件检测及维修改换等专业能力，为

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到起到承先启后

的作用。同时注重培育学生的社会能力和方式能力等，更好的适应以后的工作职

位。 

二、课程目标 

通过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的学习，能够对该系统各总成进行故障分析、性能

检测、零部件维修,并进一步使学生把握以下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式能力。

具体目标如下： 

1.专业能力目标 

（1）具有与客户的交流与协商能力，能够向车主咨询车况，独立查询车辆技术

档案，初步评定车辆技术状况； 

（2）能依照故障情形独立制定维修打算，并能选择正确检测设备和仪器对发动

机电控系统进行检测和维修; 

（3）能对电控燃油喷射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对零部件进行检修; 

（4）能对点火操纵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对零部件进行检修; 

（5）能对辅助操纵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对零部件进行检修; 

（6）能对发动机综合故障进行诊断和分析; 

（7）能正确利用万用表,故障诊断仪,示波器及发动机综合分析仪等经常使用检

测和诊断设备; 

（8）能够对传感器或相关部件的技术参数及波形信号进行分析; 

（9）能遵守相关法律,技术规定,依照正确标准进行操作,保证维修质量; 

（10）能检查修复后的发动机系统工作情形,并在汽车移交进程中向客户介绍已

完成的工作; 

（11）维修终止后能依照环境爱惜要求处置利用过的辅料、废气、废液和已损坏

零部件。 

2.社会能力目标



（1）具有较强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组织和谐能力； 

（2）能与客户成立良好持久的关系； 

（3）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4）具有良好的心理素养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3.方式能力目标 

（1）能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2）能通过各类媒体资源查找所需信息； 

（3）能独立制定工作打算并实施； 

（4）能不断积存体会，从个案中寻觅共性。 

三、参考学时   90 学时 

四、课程学分   5 学分 

五、教学内容及要求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采纳以行动为导向,基于工作进程的课程开发

方式进行设计。 

通过对汽车维修企业调研，对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职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

结合学生技术、知识的认知规律，以典型故障检修为载体。将《汽车发动机电控

系统检修》学习领域划分为 6 个学习情境，29 个子学习情境。 

表 1《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课程内容及建议学时数  

序号 学习情景 学习子情景 参考学时 

1 

学习情境一: 

空气供给系

统检修 

空气流量计故障检修 2 学时 

2 进气管绝对压力传感器故障检修 2 学时 

3 进气温度传感器故障检修 2 学时 

4 节气门体故障检修 2 学时 

5 怠速控制系统故障检修 6 学时 

6 可变配气正时系统故障检修 2 学时 

7 谐波增压系统故障检修 2 学时 

8 动力阀控制系统故障检修 2 学时 

9 学习情境二: 油路漏、堵故障检修 2 学时 



 

燃油供给系

统检修 

  

10 电动燃油泵不工作故障检修 4 学时 

11 燃油系统压力异常故障检修 4 学时 

12 燃油喷射异常故障检修 6 学时 

13 
学习情境三: 

点火系统检

修 

发动机无火故障检修 4 学时 

14 发动机缺火，火弱故障检修 4 学时 

15 点火正时不准确的检查与调整 6 学时 

16 发动机爆震的检修 4 学时 

17 

学习情境四: 

排放控制系

统检修 

排放超标故障检修 2 学时 

18 燃油蒸汽回收装置故障检修 2 学时 

19 
空燃比失常（混合气过稀/过浓）的

检修 
4 学时 

20 二次空气供给系统故障检修 2 学时 

21 
学习情境五: 

辅助控制系

统检修 

巡航控制系统故障检修 2 学时 

22 故障自诊断系统故障检修 2 学时 

23 失效保护系统故障检修 1 学时 

24 应急备用系统故障检修 1 学时 

25 

学习情境六: 

发动机综合

故障检修 

发动机起动困难故障检修 4 学时 

26 发动机怠速不良故障检修 4 学时 

27 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检修 4 学时 

28 发动机失速故障检修 4 学时 

29 发动机油耗过大故障检修 4 学时 

总计 90 学时 

六、教学建议 

   （一）团队规模 

专兼职教师 6人左右，其中专职教师 4 人，兼职教师 2人，职称和年龄结构

合理，互补性强。  

   （二）任课教师专业背景及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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