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教学基本要求 
 

(198 学时)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任务是让学生获得汽车发动机的基本

结构、维护和修理方面的系统知识，使学生具备对汽车发动机进行结构分析、常规维护和修理的基本技能。为

今后从事汽车维修技术工作，以及为适应汽车工业发展提供所必须的继续学习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系统地讲授汽车发动机基本结构、原理、维护、修理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初步

具有汽车发动机零件结构和耗损分析的能力；初步具有发动机维护、修理能力和发动机故障诊断排除能力。 

(一) 知识教学目标 

1. 掌握汽车发动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 掌握发动机维护和修理的基本理论。 

3. 掌握常用发动机维护、修理工具和设备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二) 能力培养目标 

1. 初步具备安全生产的能力。 

2. 熟练掌握常用发动机维护、修理工具和设备的使用方法。 

3. 能对发动机主要零部件进行结构和耗损分析。 

4. 能对发动机的常见故障进行诊断、排除。 

5. 能按维修工艺对发动机进行维修、装配、调整和性能试验。 

(三) 思想教育目标 

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严格的质量意识。 

 

三、教学要求和内容 

基 础 模 块 

(一) 汽车发动机总论 

了解汽车发动机类型，理解发动机总体构造、基本术语和主要技术参数。 

(二) 曲柄连杆机构的构造与维修 

1. 曲柄连杆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了解汽车发动机的工作循环，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 



2. 曲柄连杆机构的维修 

掌握曲柄连杆机构主要零部件的检测和维修方法，掌握曲柄连杆机构装配与调整方法。 

3. 曲柄连杆机构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理解曲柄连杆机构异响故障诊断。 

(三) 配气机构的构造与维修 

1. 配气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理解发动机的换气过程，掌握配气机构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 

2. 配气机构的维修 

掌握配气机构主要零部件的检测方法和维修方法，熟练掌握配气相位的测量和调整方法，掌握气门间隙调

整方法，掌握气缸压缩压力测量方法和压缩压力失准的原因分析方法。 

(四) 发动机冷却系的构造与维修 

1. 发动机冷却系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理解发动机水冷却系循环路线，掌握发动机水冷却系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 

2. 发动机水冷却系的维修 

掌握散热器、节温器、水泵的检修方法。 

3. 发动机水冷却系的常见故障诊断 

掌握发动机水冷却系水温过低或过高的故障诊断和排除方法。 

(五) 发动机润滑系的构造与维修 

1. 发动机润滑系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理解发动机润滑系的作用和循环路线，掌握发动机润滑系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

系。 

2. 发动机润滑系的维修 

掌握发动机润滑系的机油泵、滤清器等的检修方法。 

3. 发动机润滑系的常见故障诊断 

掌握发动机润滑系油压过低或过高的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 

 

(六)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的构造与维修 

1.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了解汽油机的燃烧过程，掌握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 

2.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的维修 

掌握化油器、汽油泵、汽油滤清器的检修方法，掌握化油器的维护和调整方法。 

3.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掌握汽油机燃料供给系常见综合故障的原因、现象，掌握汽油机燃料供给系常见油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方

法，掌握汽油机常见油电路综合故障的诊断和排除方法。 

(七)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构造与维修 

1.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了解柴油机的燃烧过程，掌握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 

2.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维修 

理解喷油泵、喷油器、输油泵、滤清器的检修方法，掌握喷油泵、喷油器的维护和调试方法。 

3.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常见故障的诊断 

掌握柴油机常见油路故障的诊断和排除方法。 

(八) 汽油机点火系的维修 

1. 汽油机点火系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了解汽油机点火系的功用、组成和基本原理，掌握点火提前角的概念和点火提前角的调整方法。 



2. 汽油机点火系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了解汽油机点火系常见故障的现象和原因。 

(九) 汽车发动机的装配、调整与磨合 

1. 汽车发动机的装配和调整 

了解汽车发动机的总装工艺，掌握汽车发动机的装配程序、主要技术要求和调整内容。 

2. 汽车发动机的磨合 

了解汽车发动机总装后的磨合过程和技术要求。 

选 学 模 块 

汽油喷射系统的基本知识 

1. 机械控制汽油喷射系统的基本知识 

了解机械控制汽油直接喷射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以及简单的油路系

统故障诊断。 

2. 电子控制汽油直接喷射系统的基本知识 

了解电子控制汽油直接喷射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相互装配关系以及简单的油路系

统故障诊断。 

实践教学模块 

(一) 基本实验 

1. 曲柄连杆机构拆装实验 

掌握曲柄连杆机构主要零部件的结构和相互装配关系。 

2. 气缸盖与气缸体的测量实验 

掌握气缸盖和气缸体平面度、平行度，气缸的圆度、圆柱度的测量方法与技术要求。 

3. 气缸的搪削与磨削实验 

了解搪缸机和磨缸机搪磨气缸体的过程。 

4. 连杆的校正实验 

掌握连杆的弯曲和扭曲的检验、校正方法与技术要求。 

5. 活塞连杆组的组装实验 

掌握活塞连杆组的组装工艺、方法和技术要求。 

6. 曲轴的动平衡实验 

了解曲轴动平衡的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 

7. 曲柄连杆机构的异响诊断实验 

了解曲柄连杆结构异响部位的判断方法。 

8. 气门磨削与气门座铰削实验 

了解气门磨削机磨削气门和气门座铰刀铰削气门座的过程。 

9. 气门间隙的调整实验 

掌握气门间隙的调整方法。 

10. 气缸压缩压力的检测实验 

掌握气缸压缩压力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要求。 

11. 水泵、节温器的检修实验 

掌握水泵、节温器的检修方法。 

12. 汽油泵的拆装实验 



掌握汽油泵的结构和调整方法。 

13. 化油器的拆装检修实验 

掌握化油器的结构、检修和调整方法。 

14. 汽油机常见油路故障的诊断实验 

掌握汽油机常见油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方法。 

15. 喷油器、喷油泵的拆装实验 

熟悉喷油器、喷油泵的结构和调整方法。 

16. 柴油机常见油路故障的诊断实验 

掌握柴油机常见油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方法。 

(二) 选做实验 

机械和电子控制汽油喷射系统认识实验 

了解汽油喷射系统的组成和主要零部件的结构。 

四、说     明 

(一) 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1. 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制 3 年。 

2. 本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模块结构，包括基础模块、选学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基础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是

必须完成的，选学模块的内容，各学校可根据需要和条件选讲。 

(二) 教学建议 

1. 在教学中应积极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本门课是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课程，对结构了解尽量采用实

物进行现场教学。 

2. 对要求学生掌握的实验课，要保证使每个学生都有充足的时间自己动手做好实验。 

3. 每个模块可进行单独考核，考核内容应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部分。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教学基本要求 
 

(108 学时)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任务是讲授现代汽车底盘的构造和工

作原理，底盘的维护与修理，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等知识，使学生系统掌握汽车底盘各总成的功用、结构和基

本工作原理，初步具有汽车底盘拆装、故障诊断与排除、零件损耗分析与检验分类、合理维护与修理的基本能

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从事汽车运用与维修岗位的职业能力，增强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和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 知识教学目标 

1. 了解汽车底盘各系统、各总成的功用、组成和类型。 

2. 掌握汽车底盘各总成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3. 掌握汽车底盘合理维护和修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4. 掌握汽车底盘常见故障的检测、诊断与排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 能力培养目标 

1. 掌握汽车底盘拆装的方法。 

2. 掌握正确使用、操作汽车底盘维修与检测工具和设备的方法。 

3. 掌握检测、诊断与排除汽车底盘常见故障的方法。 

4. 掌握汽车底盘维护和修理的基本方法。 

5. 掌握自我学习新知识、适应汽车底盘新结构和新技术发展变化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和要求 

基 础 模 块 

(一) 绪论 

了解本课程的性质、任务、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求，国内外汽车底盘技术发展的状况。 

(二) 汽车传动系 

1. 概述 

了解汽车传动系的功用与组成，汽车的驱动形式与传动系的布置形式。 

2. 离合器 

了解离合器的功用、性能要求和类型；掌握离合器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典型离合器的构造，主要

零件的检修、离合器的装配与调整、离合器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3. 普通变速器 

了解变速器的功用、类型；掌握普通齿轮变速器的变速传动原理；掌握变速器变速传动机构的构造和各档

传动路线，变速器操纵机构的构造和工作情况；掌握变速器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变速器主要零件

的检修，变速器的装配、调整、磨合与试验。 

4.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器 

了解液力机械自动变速器的功用、类型及组成；掌握自动变速器各部分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掌握自动变速



器的维护、故障诊断与检修。 

5. 万向传动装置 

了解万向传动装置的功用、组成和类型；掌握万向节的构造与工作原理；理解万向传动装置的布置形式与

等角速传动；掌握万向传动装置的装配与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 

6. 驱动桥 

了解驱动桥的功用、组成和类型；掌握主减速器、差速器的构造与工作原理，半轴与桥壳的构造；掌握驱

动桥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驱动桥的装配、调整、磨合与试验。 

(三) 汽车行驶系 

1. 概述 

了解汽车行驶系的功用、组成、类型及受力分析。 

2. 车架与车桥 

了解车架和车桥的功用、组成和类型，理解车架的构造与检修；掌握转向桥与转向驱动桥的构造；掌握车

桥主要零件的检修、车桥的装配与调整、车桥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掌握车轮定位的概念、原理及其检查与

调整。 

3. 车轮与轮胎 

了解车轮与轮胎的功用、类型及规格；掌握车轮与轮胎的构造，车轮与轮胎的维护、装配、平衡与换位。 

4. 悬架 

了解悬架的功用、组成和类型；理解弹性元件、减振器、非独立悬架与独立悬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

悬架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部件的检修、悬架的装配与调整。 

(四) 汽车转向系 

了解转向系的功用、类型、组成及系统的工作过程；掌握机械式转向系和动力式转向系主要总成的构造、

工作原理；掌握转向系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部件的检修、转向系的装配与调整。 

(五) 汽车制动系 

了解制动系的功用、组成和分类，制动器和制动传动装置的类型；掌握各种类型制动器和制动传动装置的

构造、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部件的检修、制动系的装配与调整。 

(六) 汽车底盘的进厂检验与竣工验收 

了解汽车底盘的拆装工艺，理解汽车底盘进厂检验和修竣验收的技术条件。 

(七) 汽车底盘维修技术文件的编制 

了解编制汽车底盘维修工艺的步骤和原则，理解编写维修工艺卡片的方法和格式。 

选 学 模 块 

(一) ABS、ASR 系统 

了解 ABS、ASR 系统的功用、类型、组成和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主要总成、部件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掌握 ABS、ASR 系统的维护、故障诊断与检修。 

(二) 安全气囊 

了解安全气囊系统的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主要总成、零部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安全气囊系统的故障诊

断与检修。 

(三) 电子控制悬架系统 

了解电控悬架系统的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主要总成、零部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电控悬架系统的故障诊

断与检修。 

(四) 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 

了解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主要总成、零部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常见故障的诊

断与检修。 



(五) 车身构造与维修 

了解车身的构造、车身常见损伤的形式，车身的校正、车身构件的修理、车身表面涂层的修复。 

实践教学模块 

(一) 基本实验 

1. 离合器实验 

能进行离合器及其操纵机构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离合器常见故障

的诊断与排除，熟练掌握离合器主要零件的检修、离合器的装配与调整。 

2. 普通变速器实验 

能进行变速器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变速器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

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变速器的装配与调整。 

3.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器实验 

能进行自动变速器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自动变速器的维护、常见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部件的检修、自动变速器的装配与调整。 

4. 万向传动装置实验 

能进行万向传动装置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万向传动装置的维护、

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万向传动装置的装配与调整。 

5. 驱动桥实验 

能进行驱动桥的拆卸与解体，掌握各总成、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驱动桥的维护、常见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驱动桥的装配与调整。 

6. 转向桥实验 

能进行转向桥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转向桥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

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转向桥的装配与调整。 

7. 车轮与轮胎实验 

能进行车轮与轮胎的拆卸与解体、装配与调整，熟练掌握车轮与轮胎的维护、平衡与试验。 

8. 悬架实验 

能进行悬架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悬架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

排除、主要零部件的检修、悬架的装配与调整。 

9. 转向系实验 

能进行转向系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零件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转向系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

断与排除、主要零件的检修、转向系的装配与调整。 

10. 制动系实验 

能进行制动系各总成的拆卸与解体，掌握主要总成、零部件的结构及相互装配关系，熟练掌握制动系的维

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主要总成及零部件的检修、主要总成的装配与调整。 

(二) 选做实验 

1. ABS 、ASR 系统实验 

能认识 ABS 、ASR 系统的总成、零部件，熟练掌握 ABS 、ASR 系统在汽车上的布置及总成之间的连接

关系，熟练掌握 ABS 系统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2. 安全气囊实验 

能认识安全气囊的总成、零部件，熟练掌握安全气囊在汽车上的布置及总成之间的连接关系，掌握安全气

囊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3. 电子控制悬架系统实验 

能认识电子控制悬架系统的总成、零部件，熟练掌握电子控制悬架系统在汽车上的布置及总成之间的连接

关系，掌握电子控制悬架系统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4. 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实验 

能认识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总成、零部件，熟练掌握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在汽车上的布置及总成之

间的连接关系，掌握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维护、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检修。 

四、说    明 

(一) 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1. 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制 3 年。 

2. 本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模块结构，包括理论知识基础模块、选学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理论知识基础模块

和实践教学模块是必须完成的。根据各省、各地区汽车维修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从选学

模块中选择相关内容学习。学时分配建议。详见表 1 和表 2。 

3. 本课程所需设备，应按《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设置标准》配备齐全。 

(二) 教学建议 

1.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多采用现场直观教学，有条件的

学校可采取理论与实验一体化的教学方式。尽可能应用教具、模型、实物和多媒体辅助教学，以增强学生的感

性认识。 

2. 在教学中，要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充分体现教学中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 

3. 汽车新工艺、新结构、新技术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教学中应注意适时引入这些新的教学内容。 

4. 要注意改革考核手段和方法，实验考核成绩应按一定比例记入学生的期末总成绩中。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教学基本要求 

(108 学时)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具有汽车电气设备的基

本知识和汽车电气设备维修的基本技能。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训练，使学生系统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结构、

基本工作原理、使用和维修、检测和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 知识教学目标 

1. 掌握常见汽车电气设备的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 

2. 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使用、维护及故障分析的知识。 

3. 了解汽车电气设备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二) 能力培养目标 

1. 能读懂汽车电路图，能用电路图分析汽车电路的基本工作情况。 

2. 掌握汽车常用电气设备的拆装和检修方法。 

3. 掌握常见汽车电路故障的诊断和排除方法。 

4. 能正确使用汽车电气设备维修中常用的工具、设备、仪器和仪表。 

三、教学内容和要求 

基 础 模 块 

(一) 绪论 

了解本课程的性质、任务、重要性，汽车电气设备的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组成、特

点。 

(二) 电源系 

掌握各类常用蓄电池的基本结构和型号，蓄电池的正确使用方法，技术状况的检查与维护，蓄电池的常用

充电方法，常见故障的诊断；掌握常见硅整流发电机的基本结构、电压调节器的基本类型和电源系统的基本电

路，发电机和调节器的正确使用和维修，电源系统的连线、故障诊断与排除。 

理解蓄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基本工作特性、容量及影响因素，硅整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电

压调节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了解蓄电池的其他充电种类和方法，国外常见车型蓄电池的型号；了解硅整流发电

机及调节器的检测、调试方法。 

(三) 起动系 

掌握起动机的组成，电磁操纵强制啮合式起动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常见起动电路和具有保护功能的起动

电路、起动系统的维护及故障诊断与排除，理解直流串激式电动机的基本工作特性和减速起动机的基本工作情

况；了解起动机的分类、型号和起动机性能测试的内容和方法。 

(四) 点火系 

掌握传统点火系的基本组成，传统点火系的电路和各组成元件的结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电感储能电子

点火系的组成、电路，信号发生器的类型和结构，各组成元件之间的线路连接；掌握计算机控制点火系的功能



及组成，各种点火系的正确使用和维护，点火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掌握示波器和正时灯的正确使用方法。 

理解传统点火系的工作原理和工作特性，传统点火系各组成元件的有关工作特性，影响点火性能的因素；

理解电感储能电子点火系的基本工作原理，信号发生器产生信号的基本原理，点火器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计

算机控制点火系的基本工作原理；了解点火系主要组成元件的型号和性能检测方法。 

(五) 照明、信号、仪表、警报系 

掌握照明、信号、仪表、警报装置的组成、基本电路、工作原理，正确使用、维护和故障诊断方法，前照灯、

电喇叭的结构、检测与调整；了解其他信号、仪表、警报装置的结构和调整。 

(六) 辅助电气设备 

掌握风窗刮水器的结构、线路，暖风、除霜设备的结构、线路等；了解空调系统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

基本控制电路及其检测方法。 

(七) 全车电路 

掌握汽车电路图的符号、电线、插接器等的表示方法，国家标准规定的汽车电路图的画法。 

选 学 模 块 

(一) 电源系 

了解电动汽车的电池种类和特点、定子绕组为三角接法的硅整流发电机的结构和特点、可控硅整流电路、

过压保护电路、计算机控制调压电路。 

(二) 起动系 

了解减速起动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三) 点火系 

了解电容储能式电子点火系统的基本电路和工作原理。 

(四) 照明、信号、仪表、警报系 

了解各种指示灯、警告灯的控制电路及数字显示仪表系统。 

(五) 辅助电气设备 

了解电动车窗、电动座椅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及控制电路。 

实践教学模块 

(一) 基本实验 

1. 蓄电池技术状况的检查和维护 

会使用密度计和高率放电计检查蓄电池的放电程度，会检查蓄电池电解液的液面高度并进行补充作业，会

检查免维护蓄电池的技术状况。 

2. 蓄电池的补充充电及初次充电 

会使用充电机，会根据蓄电池的型号对蓄电池进行补充充电和初次充电。 

3. 发电机及调节器的拆装及维护 

掌握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会正确拆装发电机和触点式电压调节器并对其进行常

规的检查，会对发电机和触电式调节器进行维护，会诊断集成电路电压调节器的好坏。 

4. 电源系电路的连接 

掌握典型的电源系电路，能按照电路图连接几种常见车型的电源系电路，会检查电路连接的正确性。 

5. 电源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会使用万用表和试灯检查和诊断电源系的故障部位，会通过更换故障部件排除电源系的  故障。 

6. 起动机的拆装及维护 

会正确拆装和维护起动机，会正确使用工具。 



7. 起动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掌握常见的典型起动电路，会根据起动电路诊断起动系的故障，会通过更换故障部件的方法排除起动系的

故障。 

8. 点火系主要元件的拆装与维护 

掌握分电器总成进行正确的拆装、调整、维护，会对点火系的其他元件进行调整和维护。 

9. 点火系电路的连接 

掌握传统点火系和电子点火系的电路图，会连接传统点火系、电子点火系电路。 

10. 点火正时 

能根据典型车型的要求完成点火正时的操作，会根据发动机的工作情况诊断点火时间的早、晚，会使用正

时灯检查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情况并进行调整。 

11. 点火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掌握点火系电路，能用正确的方法诊断点火系电路的故障，会用更换零件的方法排除点火系的故障，会使

用示波器检查点火系的工作情况并诊断主要故障。 

12. 前照灯的检查与调整 

掌握国家标准对前照灯的要求，会使用屏幕法或灯光检验仪对前照灯进行检验和调整。 

13. 照明、信号、仪表、报警电路的连接与故障诊断 

掌握典型照明、信号、仪表、报警电路，会根据电路图连接上述各系统的电路，能根据电路用正确的方法

诊断上述电路的故障。 

14. 风窗刮水器、暖风、除霜设备、空调电路的连接与故障诊断 

能读懂电路图，能对上述电路正确接线并根据电路图进行故障诊断。 

15. 全车线路的接线及排除故障 

掌握国家标准中常见汽车电气元件的画法，能读懂比较复杂的汽车全车电路图，能根据各系统的电路图分

析常见故障的原因，提出排除故障的思路，会进行线路通、断路的检查，掌握常见车型电路的特点及主要电气

系统电路的接线。 

(二) 选做实验 

1. 发电机和调节器的性能检测 

会使用电气万能试验台对发电机和调节器进行测试，会根据相关标准对测试结果做出    结论。 

2. 减速起动机的拆装 

会使用工具对减速起动机进行正确的拆装。 

3. 起动机的性能检测 

会使用电气万能试验台对起动机进行性能测试，并能根据相关的标准对检测结果做出正确的结论。 

4. 点火系元件的性能测试 

会使用电气万能试验台对点火线圈、分电器进行性能测试，并能根据相关标准对测试结果做出结论。 

5. 计算机控制点火电路的认识 

能利用电路图找出计算机控制点火系的元件及连接线路。 

6. 指示灯、警告灯、数字显示仪表电路的认识 

会根据电路图进行指示灯、警告灯、数字显示仪表电路的接线及故障测试。 

7. 车身辅助电器的认识 

会根据电路图进行电动车窗、电动座椅等主要电气元件之间的接线及测试。 

四、说    明 

(一) 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1. 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制 3 年。 



2. 本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模块结构，包括基础模块、选学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基础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中

的基本实验内容为本专业必须完成的内容。选学模块和选做实验的内容，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全部或部

分内容。。 

3. 本课程教授的内容以常规电器为主，同时也体现常规电器中的新技术内容，有关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内容

另有其他课程开出。 

4. 对于课程中理论部分要求较高的内容，如复杂的电子电路及原理性较强的内容，安排在选学模块中。在

基础模块的教学中要着重强调结论性的内容。有关电器性能检测部分的实验内容考虑到生产实际中应用较少，

故安排在选做实验中。 

(二) 教学建议 

1. 在讲授中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要尽可能多地安排学生动手操作，在实际操作中还要加强操作技能的

训练，使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 

2. 对于结构复杂及实践性较强的内容，要充分利用专业教室的设备，采取边讲、边练的现场教学方式，加

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3. 对于理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应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果。 

4. 本课程的考核采用理论考试与实验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在安排考核时，既可采用每单元分别考核的方法，

也可用采用期中、期末集中考核的方法。理论考试的知识点是每单元掌握和理解的内容，考试时应采用笔试与

口试相结合的方法，以增加考试的可信度。实验考核可在实验内容中随机抽取 1/4～1/3 的项目进行考核，检验

学生对技能的掌握情况。在考核的实施中，应备有可操作的考核标准（标准中应包括考核项目、操作要求、评

分等级等）。 

 

 

 

  



《电控发动机维修》教学基本要求 

(126学时)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任务是在学生已获得汽车维修基本知

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电控发动机的结构、原理和维修技术，使学生具备对电控发动机进行维护、故

障诊断、维修的技能，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高级轿车的维修奠定良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讲授电控发动机结构、原理、维护、故障诊断、修理等方面的知识，辅以充足的实验、

实训，使学生初步具有电控发动机维护、故障诊断、修理能力，能满足轿车维修市场对所需人才的定位要求，

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一) 知识教学目标 

1. 掌握电控发动机结构和工作原理。 

2. 掌握电控发动机维护知识。 

3. 掌握电控发动机故障检测、诊断方法。 

4. 掌握电控发动机修理方法。 

5. 了解安全生产知识。 

(二) 能力培养目标 

1. 能熟练使用电控发动机维护、修理工具设备。 

2. 能熟练使用电控发动机检测、诊断仪器设备。 

3. 能对电控发动机故障进行诊断和排除。 

4. 掌握电控发动机维修、装配、调整和性能试验技能。 

5. 初步具备安全生产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和要求 

基 础 模 块 

(一) 电控发动机构造与原理 

1. 电控汽油发动机概述 

(1) 汽油机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功能 

了解电控系统的组成和基本控制功能。 

(2) 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分类 

了解各种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特点。 

(3) 电控汽油发动机的优点 

了解电控汽油发动机的优点。 

2. 电控汽油机燃料喷射系统的组成和作用 

(1) 空气供给系统 

了解空气供给系统的组成及作用，掌握进气管、节气门体的构造、工作原理。 

(2) 燃油供给系统 

了解燃油供给系统的作用及组成，掌握汽油泵、压力调节器、油压脉动衰减器和喷油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3) 电控系统 

了解电控系统各传感器的作用、类型，掌握各种空气流量计、压力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发动机转

速传感器、水温传感器、进气温度传感器、氧传感器等的构造、工作原理。 

(4) 电控单元（ECU）与汽油喷射电子控制 

掌握 ECU 的作用，掌握汽油泵和喷油器的控制方法，掌握喷油量和喷油时间的控制方法。 

3. 汽油机点火系统的电子控制 

(1) 电控点火系的组成和构造 

了解汽油机电控点火系统的组成和类型，掌握电控点火系统元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 点火提前角和闭合角的控制 

掌握点火提前角和闭合角的控制方法和过程。 

(3) 发动机爆燃的控制 

了解与发动机爆燃控制有关的传感器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发动机爆燃的控制方法和控制过程。 

(4) 典型电控点火系统 

了解典型电控点火系统的组成、元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4. 汽油机辅助系统的电子控制 

(1) 发动机的怠速控制 

掌握发动机怠速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元件结构和工作原理，发动机怠速控制的控制方法和控制过程。 

(2) 排气净化与排放控制 

掌握氧传感器与开、闭环控制，EGR 控制，二次空气喷射控制，活性碳罐电磁阀控制。 

(3) 进气控制 

了解进气谐振增压系统和进气涡流控制过程。 

5. 汽油机电子控制的自诊断系统 

(1) 自诊断系统概述 

了解电控发动机自诊断系统的组成、分类和工作原理，掌握几种典型车辆自诊断系统结构和工作过程。 

(2) OBD–II 自诊断系统 

掌握 OBD–II 自诊断系统结构和工作过程。 

(3) 备用系统 

了解备用系统的作用和工作过程。 

(二) 电控发动机维修专用仪器、设备使用 

1. 汽车专用万用表 

(1) 概述 

了解万用表的作用、分类。 

(2) 面板介绍 

了解万用表面板布置形式。 

(3) 操作方法 

掌握万用表的具体操作方法。 

2.电控发动机专用诊断设备 

掌握 2～3 种电控发动机专用诊断设备的使用方法，为实训课程打下基础。 

(1) 发动机解码器 

了解国产和进口主要发动机解码器（如 V.A.G1552 诊断仪、金奔腾–I 汽车电脑解码器、电眼睛诊断仪、

ADC2000 汽车诊断电脑、SCANNER 诊断仪、OTC 诊断仪、OB91 欧洲车辆解码器）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2) 发动机性能分析仪 

了解国产发动机主要分析仪（如 Ferret63 发动机分析仪、EA–1000 发动机综合性能分析仪）的基本功能和

使用方法。 



(3) 汽车专用示波器 

了解汽车专用示波器 （如 FLUKE98 汽车专用示波器）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三) 电控发动机维修 

1. 电控发动机控制系统传感器测试 

(1) 发动机冷却水温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水温传感器的方法。 

(2) 进气温度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方法。 

(3)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方法。 

(4) 空气流量计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空气流量计的方法。 

(5) 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的方法。 

(6) 氧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氧传感器的方法。 

(7) 曲轴位置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曲轴位置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方法。 

(8) 爆震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爆震传感器的方法。 

(9) 车速传感器 

掌握用万用表、示波器、诊断仪检测车速传感器的方法。 

(10) 起动信号 

了解起动信号的基本作用，掌握检测起动信号的步骤。 

(11) 驻车/空档开关信号 

了解驻车/空档开关信号的基本作用，掌握检测驻车/空档开关信号的步骤。 

(12) 动力转向压力开关 

了解动力转向压力开关的基本作用与原理，掌握检测动力转向压力信号的步骤。 

(13) 空调需求信号 

了解空调需求信号的基本作用，掌握检测空调需求信号的步骤。 

(14) 刹车开关信号 

了解刹车开关信号的基本作用，掌握检测刹车开关信号的步骤。 

2. 发动机电控系统的维护和测试 

(1) 检修注意事项和检修工艺 

理解进气系统、燃油系统、电控系统的检修注意事项，理解开路、短路故障的检修工艺。 

(2) 燃油系统的维护和检修 

掌握燃油箱泄漏的检查方法，掌握燃油泵及控制电路的检修方法，掌握冷起动喷油器电路的检修方法，掌

握喷油器电路的检修方法，掌握油压调节器的检修方法。 

(3) 进气系统中的维护和检修 

掌握检修节气门体的方法。 

(4) 怠速系统的维护和检修  

掌握空气阀的检查方法，掌握怠速控制阀的检查方法。 

(5) 点火系的维护和检修 

掌握传统点火系的检修方法，掌握电子点火系的检修方法，掌握独立直接点火系的检修方法。 



(6) 排放净化系统的检修 

掌握废气排放净化系统的检修方法。 

(7) 利用发动机自检系统检查发动机故障 

掌握故障码的调取方法，掌握判断控制系统是否正常的方法，掌握正确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 

(8) 示波器波形检查和排除故障 

理解根据示波器波形检查和排除故障的方法。 

(9) 进气管压力波形的采集和分析 

了解进气管压力波形的原理和特点，了解故障波形的分析方法。 

3. 电控发动机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1) 电控发动机故障诊断的基本流程 

理解电控发动机故障诊断的基本流程。 

(2) 故障发生条件的模拟方法 

了解故障发生条件的模拟方法。 

(3) 发动机不能启动 

掌握发动机不能启动的检查与排除方法。 

(4) 发动机启动困难 

掌握发动机冷车启动困难的检查与排除方法，掌握发动机热车启动困难的检查与排除方法。 

(5) 发动机怠速故障 

掌握怠速转速过低的检查与排除方法，掌握怠速转速过高的检查与排除方法，掌握怠速抖动不稳与喘车的

检查与排除方法。 

(6) 发动机功率不足、加速不良 

掌握发动机动力不足、加速不良的检查与排除方法。 

(7) 发动机减速或停车熄火 

掌握发动机减速或停车熄火的检查与排除方法。 

(8) 发动机油耗大 

了解发动机油耗大的检查方法。 

实践教学模块 

1. 汽油机电控系统认识实验 

熟悉汽油机电控系统主要零部件的结构和连接关系。 

2. 汽油喷射系统 

熟悉空气、燃油系统组成，熟悉发动机转速、曲轴位置和其他调控参数传感器结构。 

3. 汽油机点火系统电子控制认识实验 

熟悉汽油机点火系统主要部件的结构和连接关系。 

4. 汽油机辅助系统的电子控制 

熟悉汽油机辅助系统主要部件的结构和连接关系。 

5. 汽油机电子控制的自诊断系统实验 

熟悉汽油机电子控制自诊断系统的组成，掌握自诊断系统的操作程序。 

6. 汽车专用万用表实验 

熟悉汽车万用表的功能和使用注意事项，掌握汽车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7. 发动机专用解码器的使用（按实际情况选 3～4 种） 

熟悉 V.A.G1552 诊断仪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V.A.G1552 诊断仪使用方法；熟悉金奔    腾–I 汽车电脑

解码器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金奔腾–I 汽车电脑解码器的使用方法；熟悉电眼睛诊断仪的功能和检测范围，



掌握电眼睛诊断仪的使用方法；熟悉 ADC–2000 汽车诊断电脑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ADC–2000 汽车诊断电

脑的使用方法；熟悉 SCANNER 诊断仪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SCANNER 诊断仪的使用方法；熟悉 OTC 诊

断仪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OTC 诊断仪的使用方法；熟悉 OB91 欧洲车辆解码器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OB91 欧洲车辆解码器的使用方法。 

8. 发动机综合性能测试仪的使用 

熟悉 Ferret63 发动机分析仪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Ferret63 发动机分析仪的使用方法；熟悉 EA–1000 发

动机综合性能分析仪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EA–1000 发动机综合性能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9. 汽车专用示波器使用 

熟悉 FLUKE98 汽车专用示波器的功能和检测范围，掌握 FLUKE98 汽车专用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10. 传感器检测实验 

熟悉各传感器的功能、原理，掌握各传感器的检测方法。 

11. 开关信号检测实验 

熟悉各开关信号的作用、原理，掌握各开关信号的检测方法。 

12. 燃油供给系统检修实验 

熟悉燃油供给系统各主要部件的作用、原理，掌握燃油供给系统各主要部件的检测方法。 

13. 空气供给系统检修实验 

熟悉空气供给系统各主要部件的作用、原理，掌握空气供给系统各主要部件的检测方法。 

14. 点火系统检修实验 

熟悉各种点火系统的组成与原理，掌握各种点火系统的检修方法。 

15. 发动机故障码实验 

熟悉发动机故障码各故障的关系，掌握无故障码时的检修方法。 

16. 发动机真空波形检测实验 

熟悉发动机真空波形的特点，掌握根据发动机真空波形检测故障的方法。 

17. 示波器波形检查和故障排除实验 

熟悉示波器显示各种波形的正常情况，掌握根据示波器波形检查和排除故障的方法。 

18. 电控发动机常见故障检查与排除实验 

熟悉电控发动机各种常见故障的检查步骤，掌握各种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四、说    明 

(一) 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1. 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制 3 年。 

2. 本课程教学内容中电控发动机构造与原理、电控发动机维修专用仪器设备使用可以同步进行教学，电控

发动机维修可以延迟 3 周进行教学。 

(二) 教学建议 

1. 在教学中应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本课程对实践性要求很高，课程中结构了解和仪器使用方法等内

容应尽量采用实物进行现场教学。 

2. 对要求学生掌握的实验课，要保证足够的分组率和配备足够的有实践经验的指导教师，使每个学生都有

充足的时间自己动手做好实验。 

3. 电控发动机维修专用仪器、设备使用这部分内容可以根据各地区汽车维修行业现状和各校拥有的仪器、

设备类型任意选择其中 4 个专用仪器、设备教学。总学时 50 学时，平均每个仪器、设备的教学时数为 12 学时。

其教学目的是教会学生使用仪器，教学过程中应以现场教学和实验为主。这部分内容可不进行书面考核，每个

仪器、设备教学结束后进行独立的实验考核，实验考核均通过即为学习通过。 

 



《自动变速器维修》教学基本要求 

(108 学时)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自动变速器的组成、

结构、工作原理以及与其有关的使用维修、检测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从事汽

车运用与维修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 知识教学目标 

1. 掌握液力传动与液压控制基础知识。 

2. 掌握自动变速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3. 掌握常见自动变速器的检查及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 

4. 掌握典型自动变速器的检查及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 

(二) 能力培养目标 

1. 能正确使用常用拆卸工具和测试仪器仪表。 

2. 能分析行星齿轮工作原理及各档位动力传动。 

3. 掌握自动变速器进行正确解体和装配技能。 

4. 能借助维修手册和 Mitchell 维修光盘等资料查阅自动变速器有关数据，对其进行测试和试验。 

5. 能根据试验结果对自动变速器故障原因进行分析。 

三、教学内容和要求 

基 础 模 块 

(一) 液力传动与液压控制基础 

了解液力传动的工作原理。 

了解液压传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了解液压基本回路的组成与特点。 

(二) 自动变速器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1. 自动变速器的总体构造 

掌握自动变速器的组成及各部分功能。 

2. 液力传动装置 

了解液力偶合器、液力变矩器的结构，理解液力偶合器、液力变矩器的工作原理，掌握单向离合器的结构

和工作原理。 

3. 行星齿轮装置 

掌握行星齿轮机构的基本组成和传动比的计算，掌握辛普森（SIMPSON）行星齿轮机构的组成、各部分的

连接关系，理解辛普森（SIMPSON）行星齿轮机构各档位动力传递的路线，了解单向离合器的作用，掌握离合

器和制动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4. 液压控制系统 



掌握液压控制的压强、压力、流量和速度控制基础知识，掌握机油泵及限压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常

见压力调节阀（丰田自动变速器主调节阀、第二调节阀、节气门阀、速控阀）的工作原理，理解换档控制的基

本原理和换档阀的工作原理，了解丰田自动变速器各档位液压控制系统的工作情况，理解锁止离合器控制的基

本原理。 

5. 电子控制系统 

了解电控系统的基本功能。 

(三) 自动变速器检修仪器和设备的使用 

1. 汽车专用万能表 

了解汽车万用表的作用、分类和面板布置形式，了解万用表的具体操作方法。 

2. 解码器 

了解国产和进口主要解码器（如 V.A.G1522 诊断仪、ADC2000 汽车诊断电脑、OTC 诊断仪、OB91 欧洲车

辆解码器）的基本功能，了解 1～2 种解码器诊断电控自动变速器故障的使用方法。 

3. 自动变速器便携式检测仪 

了解常见便携式检测仪的主要功用，了解便携式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四) 自动变速器的检修 

1. 自动变速器的常规检查 

掌握自动变速器故障检查的基本程序，掌握常规检查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2. 自动变速器的试验 

理解失速试验的目的，掌握失速试验结果分析的方法；理解时滞试验的目的，掌握时滞试验结果分析的方

法；理解液压试验的目的，掌握液压试验结果分析的方法；了解路试的基本内容和路试结果分析的方法。 

3. 电控自动变速器的检修程序 

了解电控自动变速器（ECT）的检修程序和基本内容。 

4. 自动变速器零件的检修 

掌握液力传动装置的检修方法，掌握离合器、制动器的检修方法，掌握行星齿轮的检修方法，掌握液压系

统的维修方法。 

选 学 模 块 

1. 行星齿轮或齿轮变速机构 

了解辛普森（SIMPSON）改进型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拉维赫尔奈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了解威尔逊式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本田(HONDA)平行轴式齿轮变速机构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 

2. 液压控制系统 

了解日产（NISSAN）、本田（HONDA）及其他厂家自动变速器液压控制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3. 电子控制系统 

了解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各部结构，理解电控自动变速器（ECT）的换档和锁止控制的工作原理和工作

过程，了解电控自动变速器的其他控制功能和工作过程。 

4. 典型自动变速器 
理解丰田（TOYOTA）公司自动变速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奔驰（BENZ）公司自动变速器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了解大众（VOLKSWAGEN）公司自动变速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5. 电控自动变速器的检修程序 

理解电控自动变速器的检修程序和基本要求，了解典型电控自动变速器故障码的调取和读出方法，了解典

型电控自动变速器手换档试验的目的和方法，了解典型电控自动变速器元件测试的方法，了解典型自动变速器

故障判断的基本方法。 



实践教学模块 

(一) 基本实验 

1. 液力传动装置的结构认识 

了解液力偶合器、液力变矩器的结构，掌握液力变矩器中锁止离合器的工作原理。 

2. 辛普森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认识 

通过拆装实训，进一步理解辛普森（SIMPSON）行星齿轮机构的组成、连接关系，各档动力传动路线，初

步学会自动变速器拆装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自动变速器的解体与装配程序。 

3. 液压控制系统的结构认识 

通过拆装实训，认识液压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进一步理解机油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初步学会液压控制

系统元件解体的程序和技巧。 

4. 汽车专用万用表的使用 

掌握汽车专用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5. 解码器的使用 

掌握一至二种解码器维修电控自动变速器故障的使用方法。 

6. 便携式检测仪的使用 

掌握便携式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7.  Mitchell 维修光盘的使用 

初步掌握 Mitchell 维修光盘的功能和查询方法。 

8. 自动变速器的试验 

掌握失速试验的试验方法，初步掌握对失速试验结果分析的方法；掌握时滞试验的试验方法，初步掌握对

时滞试验结果分析的方法，掌握液压试验的试验方法，初步掌握对液压试验结果分析的方法；掌握路试的基本

方法，初步掌握路试结果分析的方法。 

(二) 选做实验 

1. 其他行星齿轮机构和齿轮机构的结构认识 

通过拆装实训，认识辛普森（SIMPSON）改进型行星齿轮机构、拉维赫尔奈行星齿轮机构、威尔逊行星齿

轮机构和本田（HONDA）平行轴式自动变速机构的结构，理解其工作原理，掌握自动变速器解体和装配的基

本要求。 

2. 电控自动变速器故障码的调取与读出 

掌握电控自动变速器的检修程序和基本要求，初步掌握电脑检测仪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初步学会电控自动

变速器故障码读取和消除的方法。 

3. 自动变速车辆的手换档试验 

掌握电控自动变速器车辆手换档试验的方法，初步学会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的方法。 

4. 电控自动变速器车辆的其他试验 

初步学会电控自动变速器元件测试的方法。 

5. 自动变速器故障的判断与排除 

初步掌握自动变速器常见故障判断与排除的基本方法。 

四、说    明 

 

(一) 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1. 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制 3 年。 



2. 本课程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液压传动与液压控制基础、自动变速器的构造与工作原理可同步进行，并先行

完成；自动变速器检修仪器和设备的使用、自动变速器的检修可同步进行。 

(二) 教学建议 

1. 教学中积极改进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学生充分动手，为学生就业

缩短适应期。 

2. 教学过程中尽量采用现场教学和实物教学，最好一位教师带 5～8 名学生。 

3. 考试方法以学生的实际动力能力为主结合课堂提问、作业、测验综合评定学生成绩。结合学分制注意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专业教师任职资格】 

从事本专业授课的专业教师须取得汽修相应专业的(汽车修理、汽车制造、汽车营销等)大专以上学历，取

得汽修专业高级职业资格的“双师”型教师。 

【专业建设建议】 

以专业发展为宗旨，以教师培养为核心，以科研课题为平台，以教科研活动为载体，积极组织教师学习现

代职业教育理论，开展教学和教科研活动，积极参与专业建设，参与课程改革，定期交流教学经验，参加集体

备课、教学观摩及相互听课等活动，推广教改实验成果，积极推行产教结合教学模式。 

【实训(实验)装备基本标准】 
1．本专业应配备汽油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实训、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实训、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实训、汽车

空调维修实训、柴油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实训自动变速器构造与维修实训、电喷发动机检测实训、汽车电子新技

术实训、汽车综合性能检测实训等专业实训(实验)室。 

2．配备汽修教学所需的挂图、教具、视听教材等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和期刊杂志，其总数不低于 10 册/

生。 

3．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计算机、录放像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等)，备有相应的专业教学录像片、

多媒体课件。 

4．有相对固定的实训基地、实习单位和实施产教结合的场所，能完成教学所要求的所有的实训、实习项目，

能满足结合专业教学开展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和社会服务的需要。 

专业课主要实验设备表 

实验、实训室名

称 
主要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汽油发动机构

造与维修实训 

电控发动机拆装操纵台架 大众 1 

拆装汽油发动机附发动机翻转架 各种型号 12 

发动机零部件 大众 2 

发动机拆装工具和气动工具 专用工具 10 

发动机常用量具 专用量具 10 

汽车底盘构造

与维修实训 

轿车总成 

实物解剖 
桑 2000AJR 1 



 汽车前、后桥、转向器 各种车型 20 

主减速器 各种车型 15 

离合器 各种车型 10 

变速器（含变速器拆装架） 各种车型 10 

变速箱举升器 举升高度≥1700mm 5 

汽车底盘专用拆装工具 专用工具 4 

汽车电气构造

与维修实训 

 

分电器式点火系统部件 各种车型 5 

无分电器式点火系统部件 各种车型 5 

交流发电机及调节器成、起动机总

成、分电器总成 
大众车型 20 

12V稳压电源 金华 2 

充电启动机 金华 1 

汽车电路实验台 汽油机 6 

汽车电路实验台 柴油机 2 

汽车电器试验台 帕萨特 1 

汽车空调维修

实训 

 

空调原理实验台 丰田 1 

空调原理实验台 桑塔纳 2000车型 2 

空调操作实验台 大众 4 

空调制冷剂加注回收机 金华 55D1-2K 1 

汽车空调维修专用设备 金华 4 

荧光渗漏检测仪 金华 1 

柴油发动机构

造与维修实训 

 

柴油电喷发动机故障检测诊断实

验系统 
博世长城 2 

柴油发动机试验台 
五十铃/ 

东风 4100 
2 

拆装柴油发动（附发动机翻转架） 各种型号 4 

喷油泵喷油器检修专用工具 JH850B CMC 2 

自动变速器构

造与维修实训 

 

自动变速器原理 

实验台 
桑塔纳前驱/后驱 2 

自动变速器台架 定轴、辛普森、拉维那   3 

拆装自动变速器（配拆装翻转架） 各种型号 10 

电喷发动机检

测实训 

电喷发动机实验台 

桑塔纳 AJR 2 

丰田威驰 2 

桑塔纳 3000BKT 1 

别克凯越 1 

发动机附自动变速器试验台 
帕萨特 B5 1 

丰田花冠 1 

点火系原理综合实验台 捷维 1 

电喷传感器综合检测实验台 大众 1 

 四轮定位仪 CA5000(蓝牙/CCD） 1 



 

 

 

 

 

 

 

 

 

汽车综合性能

检测实训 

 

 

 

 

 

 

 

 

 

 

 

 

 

四柱举升机 

(配置气动泵二次举升) 
金华 FPA412 1 

二柱举升器 金华 FPA309 1 

二柱举升器 金华 TPO310 1 

剪式举升机 金华 TPO310 2 

解码器 VAG1552 1 

解码器 红盒子 MT2500 1 

汽车诊断工作站 X—431 2 

汽车专用示波器 M2400 4 

示波器 各种型号 6 

发动机综合性能测试仪 EA2000\OTC 2 

超声波喷油器清洗机 HIT-N6A 2 

电脑喷油泵试验台 JH850B CMC 1 

喷油器试验台 ZPHS  1 

柴油喷油器检测仪 PJ-40 1 

柴油机喷油正时测试仪 WDF-2000 1 

发动机电子听诊器 OTC3590 2 

冷却系统测试仪 LQR-III 1 

燃油压力测试仪 OTC7991 1 

润滑系统免拆清洗机 LX-30D 1 

冷却系统免拆清洗机 WX-30D 1 

燃油系统免拆清洗机 GX-30D 1 

内窥镜 金华 1 

轮胎动平衡机 CB-80 1 

轮胎拆装机 LC-450 1 

转向轮定位仪 金华 QLY-B 1 

尾气抽排机 GP-II-B 2 

汽车尾气分析仪 JH-501 1 

前照灯检测仪 金华 1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线教学专用版 金华 1 

 

 

 

 

 

桑塔纳 2000 

检测轿车 
桑塔纳 2000 1 

桑塔纳 2000模型 桑塔纳 2000 1 

桑塔纳全车 

电路实验台 
桑塔纳 2000 1 



(旧汽修实训室

设备) 
桑塔纳空调实验台 桑塔纳 2000 1 

自动变速器 

演示实验台 
丰田 1 

桑塔纳教学示教板 桑塔纳 2000 10 

汽车拆装发动机 各种型号 11 

汽车差速器 各种型号 3 

汽车变速器 各种型号 4 

汽车蓄电池 风帆 3 

点火线圈、 

分电器总成 
桑塔纳 2000 6 

起动机、 

发电机总成 
各种型号 8 

普桑旧轿车 普桑 1 

面的和皇冠旧轿车 皇冠 2 

汽车驾驶实习 

楚风大卡车 楚风 5 

皮卡教练车 皮卡 15 

汽车驾驶模拟器 大众 2 

 

 
 
 
 
 
 
【实施建议】 

结合项目课程的特点，从以下几信方面对课程实施提出建议。 

1．从教学观念层面，提出建议：即要求教师确立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的教学观

念。 

2．从教学模式层面提出建议：即要求教师摈弃学科体系下的“理念—实践”的线性教学模式，努力探索通过

工作任务、项目活动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教学模式；积极推行产教结合模式。 

3．从教学行为层面提出建议：即要求教师善于设计问题，创设工作情境、营造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等。 

4．从改革考核手段提出建议：即重视过程性评价、多元评价等。 

【学习评价建议】 

本专业要重视行业、企业对职教毕业生思想品质、知识水平、专业技能的考核评价。通过对毕业生的追踪调

查、用人单位对人才作用的需求与需求调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评价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果和社会要求及明调

整专业、课程设置‘积极主动与职业技能鉴定部门协作，为毕业生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说明】 

1．本计划力求构建以能力为本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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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

专业课程设置。本计划还只课程体系的一个试行阶段，其内容和结构，还有待在今后的试行中，再充实和完善。 

2．在试行中，各职业学校要努力创造汽修专业的师资、设备、管理等方面的必要条件，使此计划得以充分实

施。 

3．本计划的专业课程实施要昼体现产教结合的模式，要创设生产情境，营迁企业氛围，努力提高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为学生以后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