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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

课程代码：043006 学分：6 学时：108

授课时间：第 2学期
授课对象：本课程适应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专业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三年制高职

课程性质：

课程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能力课程，在所有专业核心能力课程

中属于基础核心能力课程，只有学习过本课程后才能进行后续课程的学习。

课程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属于专业拓展内容。

课程的作用：

主要针对汽车机械维修等岗位开设，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发动机的结构

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发动机的机械维修流程，了解发动机的一些新技术，能够

进行基本的发动机机修工作，培养分析问题和动手操作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发动

机机械故障诊断能力和维修实践技能，从而使学生能够胜任发动机制造厂的基本

操作以及汽车机械维修的工作，为后续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汽车故障诊断等课

程打下基础。

前导课程: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汽车

故障诊断等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发动机的组成和工作原理，了解发动机的新技术，

能够对发动机进行拆卸装配和机械故障诊断；养成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具备安全操作规范、良好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较高的质量意识，培养爱岗

敬业、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①通过完成火花塞拆装项目，学生能运用点火系统相关知识，根据汽车维修

手册，进行点火系统机械故障排查及火花塞更换、养护工作；

②通过完成喷油器拆装项目，学生能运用燃油供给系统相关知识，根据汽车

维修手册，进行燃油供给系统机械故障排查及火花塞更换、养护工作；

③通过完成汽缸盖拆装项目，学生能运用曲柄连杆机构相关知识，根据汽车

维修手册，进行缸体拆装工作，为发动机大修打下基础；

④通过完成正时皮带拆装项目，学生能运用发动机正式皮带、链条的相关知

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进行正时皮带的检测、更换工作，正式链条的更换为本

项目的拓展能力；

⑤通过完成气门传动组拆装和气门组拆装项目，学生能运用配气机构相关知

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进行配气机构的检测、拆装、维修工作；

⑥通过完成活塞拆装项目，学生能运用曲柄连杆机构相关知识，根据汽车维

修手册，进行活塞的检测、拆装、更换工作。曲轴飞轮组的拆装、活塞环的“三



隙”测量为拓展项目、气缸的量缸为拓展能力；

⑦能够对发动机进行简单的故障诊断。

2.知识目标：

①掌握发动机的基本组成；

②掌握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③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④了解曲柄连杆机构常见的故障现象及故障原因；

⑤掌握配气机构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⑥了解配气机构常见的故障现象及故障原因；

⑦掌握配气相位知识；

⑧掌握燃油供给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⑨掌握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⑩掌握冷却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⑪掌握起动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⑫掌握润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⑬了解多种发动机的新工艺、新技术。

3.素质目标：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劳动意识；

③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④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⑥树立正确的工程伦理观

⑦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三、课程内容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发动机机械维修岗位为载体，根据实际工作岗位、教材以及现有实

训设备选取 7个学习项目，包含了 6个工作任务、4个拓展工作任务（拓展工作

任务在教学效果较好时适当加入）；根据岗位工作任务要求，确定学习目标及学

习任务内容；本课程采项目教学和案例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发动机结构

拆装和检测维修为导向组织教学及考核。



表 1 课程总体设计

课程名称 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
计 划 总 学

时：108

项目（模块、

案例）名称
项目（模块、案例）描述 参考学时：

项目一：

安全教育、发

动机基础知识

及常用工、量

具的使用

模块一：实训安全教育及考核（4 学时理论，2学

时考核）

模块二：常用工、量具的使用（4学时实践）

模块三：发动机分类及工作原理（4 学时理论，4

学时实践）

18

项目二：

曲柄连杆机构

模块一：曲柄连杆机构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

论）

模块二：正时皮带拆装（2学时理论，6学时实践）

模块三：汽缸盖、气缸体分离（2 学时理论，6学

时实践）

模块四：活塞连杆组拆装（2学时理论，4 学时实

践）

模块五：曲轴飞轮组拆装（2学时理论，4 学时实

践）

30

项目三：

配气机构

模块一：配气机构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论）

模块二：气门传动组拆装（2学时理论，8 学时实

践）

模块三：气门组拆装（2学时理论，4学时实践）

模块四：配气相位（2学时理论）

20

项目四：

燃油供给系统

模块一：燃油供给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

论）

模块二：喷油器的拆装更换（4学时实践）

6

项目五：

点火系统、起

动系统

模块一：点火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论）

模块二：起动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论）

模块三：火花塞拆装更换（4学时实践）

8

项目六：

润滑系统、冷

却系统

模块一：润滑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论）

模块二：冷却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理论）
4

项目七：

阶段考核及综

合实操练习

模块一：阶段考核（8学时实践）

模块二：综合实操练习（2学时理论，12 学时实践）
22



四、教学设计

表 2 学习项目（模块、情境）设计

学习模块一：安全教育、发动机基础知识及常

用工、量具的使用
学时:18

学习任务 发动机维修安全准备及发动机的认知

学习目标

1.掌握车间安全操作规程。

2.学会常用工具的操作规范。

3.掌握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4.掌握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5.能够认识发动机的各零部件

6.培养学生辩证法、职业道德、安全意识和工作态度

学习内容

1.学习车间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

2.学习常用急救消防措施

3.发动机的分类、结构、工作原理等基本知识

4.发动机基本零部件认知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

学习过程

1．利用案例教学法对学生进行车件安全操作规程、工具使

用规范、仪器设备使用规范、急救措施的讲解。（4学时）

2．对学生进行车间实训安全准入考试。（2学时）

3.利用虚拟仿真软件掌握发动机的工作原理（4学时）

4.通过讲述法讲解发动机的基本原理知识（4学时）

5.通过实训进行发动机零部件认知学习（4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1.工程伦理：劳动安全保护，树立安全责任意识

2.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

3.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制造强国意识

4.树立工匠精神意识，培养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发动机台架等设备、消防设施等

学习评价

1.掌握基本急救方法

2.掌握车间操作安全规程

3.掌握工具、量具的使用方法

4.能够认识发动机的组成零件名称、

5.掌握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6.情感因素、职业道德、工作态度

学习模块二：曲柄连杆机构 学时:30

学习任务 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维修

学习目标

1.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组成工作原理

2.能够对曲轴连杆机构进行拆装检修

3.能够对曲柄连杆机构进行故障分析



4.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工匠精神、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责任

担当意识。

学习内容

1.曲柄连杆机构三部分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2.曲柄连杆机构的新技术

3.正时皮带拆装

4.汽缸盖、气缸体分离

5.活塞连杆组拆装

6.曲轴飞轮组拆装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明确曲柄连杆机构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2学时）

2.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正时皮带的拆装方法（2学时）

3.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正时皮带的拆装实训（4学时）

4.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汽缸盖、气缸体的拆装方法（2学时）

5.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汽缸盖的拆装实训（4学时）

6.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活塞连杆组的拆装方法（2学时）

7.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活塞连杆组的拆装实训（4学

时）

8.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曲轴飞轮组的拆装方法（2学时）

9.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曲轴飞轮组的拆装实训（4学

时）

课程思政要素

1.树立团队合作意识和争优争先意识

2.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平等意识

3.树立法治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

4.树立敬业精神

5.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实训用发动机台架等

学习评价

1.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工作原理

2.能够对曲柄连杆机构进行故障分析

3.能够进行正时皮带拆装实训项目

4.能够进行汽缸盖、气缸体分离实训项目

5.能够进行活塞连杆组拆装实训项目

6.团队合作意识、工匠精神、劳动意识、职业道德

学习模块三：配气机构 学时:20

学习任务 发动机配气机构维修

学习目标

1.掌握配气机构的组成工作原理

2.能够对配气机构进行拆装检修

3.能够对配气机构进行故障分析

4.培养学生的刻苦钻研、责任担当、团队协作意识。

学习内容 1.配气机构两部分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2.配气相位

3.配气机构的新技术

4.气门传动组拆装

5.气门组组拆装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明确配气机构的结构及工作

原理（2学时）

2.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气门传动组的拆装方法（2学时）

3.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气门传动组拆装实训（8学时）

4.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气门组的拆装方法（2学时）

5.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气门组拆装实训（4学时）

6.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明确配气相位的结构及工作原

理（2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1.树立合作意识

2.树立坚忍不拔的人生观

3.培养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4.树立正确的工程环境伦理观

5.树立法治意识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实训用发动机台架等

学习评价

1.掌握配气机构的工作原理

2.能够进行配气机构的故障分析

3.能够进行气门传动组的拆装实训

4.能够进行气门组拆装实训

5.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职业规范、工匠精神

学习模块四：燃油供给系统 学时:6

学习任务 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维修

学习目标

1.掌握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故障分析

2.能够对喷油器进行拆装

3.培养学生的职业规范、责任担当和民族文化认同感。

学习内容

1.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2.喷油器的更换和检测

3.燃油供给系统的新技术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明确燃油供给系统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2学时）

2.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喷油器拆装的实训（4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1.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2.树立合作意识

3.培养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实训用发动机台架等

学习评价

1.掌握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原理

2.能够对燃油供给系统进行故障分析

3.能够进行喷油器的拆装实训

4.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工作态度和责任担当、团队协作意识

学习模块五：点火系统、起动系统 学时:8

学习任务 发动机点火系统、起动系统的维修

学习目标

1.掌握点火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故障分析

2.掌握起动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故障分析

3.能够对火花塞进行拆装

4.培养学生的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树立责任感、使命

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习内容

1点火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2.起动系统的组成、起动电路及常见故障

3.火花塞的更换和检测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明确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

原理（2学时）

2. 通过教师讲解和小组内合作，进行起动电路的分析（2

学时）

3.通过小组合作和比拼，完成火花塞拆装实训（4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1.树立团队合作意识和争优争先意识

2.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3.树立敬业精神

4.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实训用发动机台架等

学习评价

1.掌握点火系统、起动系统的工作原理

2.能够对点火系统、起动系统进行故障分析

3.责任感、使命感、人生观、价值观、善于钻研的态度

学习模块六：润滑系统、冷却系统 学时:4

学习任务 发动机润滑系统、冷却系统的维修

学习目标

1.掌握润滑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故障分析

2.掌握冷却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故障分析

3.培养学生刻苦钻研、乐于奉献的精神。

学习内容
1润滑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2.冷却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明确润滑系统、冷却系统的

结构及工作原理（2学时）

2.通过案例教学，掌握润滑系统、冷却系统的常见故障（2

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1.树立诚信的意识

2.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树立合作意识和真够争先的意识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实训用发动机台架等

学习评价

1.掌握润滑系统、冷却系统的工作原理

2.能够进行故障分析

3.安全意识、劳动意识、合作意识

学习模块七：阶段考核及综合实操练习 学时:22

学习任务 发动机机械系统拆装、检修综合实训

学习目标
1.能够利用工具对发动机进行拆卸和装配

2.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做人态度。

学习内容

1.火花塞拆装

2.喷油器拆装

3.正时皮带拆装

4.汽缸盖气缸体分离

5.气门组拆装

6.气门传动组拆装

7.活塞连杆组拆装

8.实操考核和理论知识考核（阶段考核）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小组间比拼的形式，对所有实操项目进行练习，教师

辅助评价（14 学时）

2.阶段测试：利用学习通考核理论，利用教师评价考核实操

（8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1.树立合作意识和真够争先的意识

2.培养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3.树立工匠精神的意识

4.树立敬业精神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实训用发动机台架等

学习评价

1.能够对发动机进行综合故障诊断

2.能够进行发动机个实训项目

3.职业道德、责任担当、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五、课程考核



考试/考查 考试
平时成绩与

期末考核之比
3:7

考核内容

知识；技能；

态度、信念、价值观、意志力等情感因素；

组织、策划、沟通、协作、思辨等非智力素养；

安全、规范、精益求精等工匠精神

考核方式
平时

出勤、课堂状态、作业、提问、阶段测试、小组活动、实

操表现等。

期末 实操题库

考核多元性 任课教师考核、校内教师组考核、校外人员介入考

六、教学材料

１.教材选用或编写建议

（一）教材选用：《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作者孟繁营，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该教材为互联网+新形态一体化精品教材，内容较新且拥有微课资源，

推荐使用。

（二）学习本课程后应能够达到高级维修电工资格认证考试的基本要求。

（三）对于项目中的模块，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进行取舍变动。可将个别

模块中要求较高的设计类任务改变为阅读分析类任务，以降低要求。

七、修订建议

根据新技术发展，该课程标准使用 2年后应进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