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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课程

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

课程代码： 学分：6 学时：108

授课时间：第 6学期
授课对象：本课程适应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

五年制高职

课程性质：课程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属于专业必修课。课程

为综合性专业核心课程，学生需要学习过多门专业课程、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

实操技能后才能进行本课程的学习。

课程的作用：

主要针对汽车电控等岗位开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能够对电控汽油

机、汽车电气设备等进行故障分析和诊断，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而使学生能够胜任汽车诊断分析与维修的工作。课程属于综合性核心专业课程，

需要多门前置课程的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前导课程: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汽车

维护、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等
后续课程:汽车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诊断排查与分析的思路，能够

制定汽车发动机电控维修的流程，能够对电控发动机、汽车电气设备等进行故障

分析和诊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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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①了解电控发动机相组成、作用，掌握其工作原理

②了解电控发动机各传感器组成、作用，掌握其工作原理

③了解电控发动机各执行器组成、作用，掌握其工作原理

④了解电控发动机不着车原因, 掌握不着车故障排除方法

⑤了解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原因，掌握怠速不稳故障排除方法

⑥了解电控发动机冷却不良原因，掌握冷却不良故障排除方法

⑦了解电控发动机排放超标原因，掌握排放超标故障排除方法

⑧了解电控发动机线路图工作原理，掌握按线路图排除故障方法

2.能力目标：



①通过完成电控发动机各传感器故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传感器相关知

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对电控发动机各传感器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

和维修；

②通过完成电控发动机各执行器故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执行器相关知

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对电控发动机各执行器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

和维修；

③通过完成电控发动机不着车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相关知识，根据汽车

维修手册，对电控发动机不着车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和维修；

④通过完成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相关知识，根据汽

车维修手册，对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和维修；

⑤通过完成车身电控系统故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车身电控系统相关知

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对车身电控系统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和维修；

⑥通过完成电控发动机冷却不良故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发动机电控相关

知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对发动机冷却不良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和

维修

⑦通过完成电控发动机排放超标故障诊断项目，学生能运用发动机电控相关

知识，根据汽车维修手册，对发动机排放超标故障现象进行分析、诊断、排查和

维修；

3.思政目标：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三、课程内容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汽车机电维修岗位为载体，根据实际工作岗位、教材以及现有实训

设备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选取七个典型工作任务作为学习项目；根据岗位工作

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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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汽车发动机电控故障诊断为导向组织教学及考

核。



表 1 课程总体设计

课程名称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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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安全逃生方法,灭火器使用

及简单急救方法
6

项目二：

电控发动机认

识及自诊断测

试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电控发动机组成及原理，运

用所学知识对电控发动机自诊断进行测试
18

项目三：

电控发动机空

气供给系统的

检修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发动机进气系统组成及原

理，运用所学知识对发动机进气系统的故障进行诊

断与检测。

14

项目四：

电控发动机怠

速不稳的检修

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发动机电控系统组成及原理，

运用所学知识对发动机怠速不稳的故障进行诊断

与检测。

20

项目五：

电控发动机加

速不良检修

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发动机电控系统组成及原理，

运用所学知识对发动机加速不良的故障进行诊断

与检测

20

项目六：

电控发动机排

放系统的检修

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发动机电控系统组成及原理，

运用所学知识对发动机排放系统的故障进行诊断

与检测
14

项目七：

电控发动机故

障诊断方法与

运用

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发动机电控系统组成及原理，

运用所学知识对发动机电控系统的故障进行诊断

与检测
16



四、教学设计

表 2 学习项目（模块、情境）设计

学习项目一：实训安全教育与考核 学时:6

学习任务

1.掌握汽车维修、汽车制造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掌握实训设备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和规范。

3.遇到事故后能自救和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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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常用维修设备的操作规范。

4.掌握用电操作规范。

5.遭遇火灾能够正常逃生且能够使用常用的消防设施。

6.掌握常用急救措施。

7.通过车间实训安全准入考试。

学习内容

1.车间安全规程。

2.常用工具操作规程。

3.常用维修设备操作规程。

4.用电操作规程。

5.火灾预防及消防设施使用。

6.车间安全准入考试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教师通过视频案例引出安全对个人,企业的重要性。

（0.5 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引起安全事故的原因，和在出现安全事

故如何将危险减小到最小。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论结

果。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1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0.5 学时）

4．灭火器使用练习。（1.5 学时）

5．自救和施救练习。（1.5 学时）

6．安全考核。（1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常用工具、举升机等设备、消防设施等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掌握急救方法

2．正确使用灭火器

3．通过安全考试判断安全规程掌握情况

4．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学习项目二：电控发动机认识及自诊断测

试
学时:18

学习任务

1.认识发动机电控技术的发展历史

2.认识发动机上的电子控制系统

3.认识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4.认识发动机自诊断系统

5.利用常规诊断工具初步检测电控发动机

学习目标

1.能够了解对发动机电控技术的发展历史

2.能够知道发动机上的电子控制系统

3.学会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4.能够使用发动机自诊断系统

5.能够对常规诊断工具初步检测电控发动机

学习内容

1.发动机电控技术的发展历史

2.发动机上的电子控制系统

3.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4.发动机自诊断系统

5.常规诊断工具初步检测电控发动机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通过小组合作、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教材和电子设备

查找发动机电控发展历史

2．通过小组合作、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教材和电子设备

查找发动机上的电子控制系统

3.小组合作使用常规诊断工具初步检测电控发动机

1.教师讲解汽车发动机电控的发展和组成及发动机自诊

断系统。（2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发动机自诊断系统应用方法，和各种常

规诊断工具的诊断方法。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论结果。

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2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1学时）

4．在实验用车上实现自诊断操作，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

经验分析和常规判断。（6学时）

5．使用常规工具进行性能检测，获得检测数据，进行



分析判断。（6学时）

6．制定修理计划，排除故障。（1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实训车、虚拟仿真软件、故障诊断仪等工具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操作车辆自诊断系统

2.正确使用常规工具测量故障,并排除

3. 说出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4．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学习项目三：电控发动机空气供给系统的

检修
学时:14

学习任务

1.检测空气供给系统传感器及线路

2.检测空气供给系统执行器及线路

3.空气供给系统故障的排除

学习目标

1.掌握空气供给系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掌握空气供给系统执行器的工作原理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空气供给系统故障的排除

学习内容

1.空气供给系统组成及原理

2.空气供给系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3.空气供给系统执行器的工作原理

4.空气供给系统故障的排除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教师提出故障现象和故障在汽车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故障现象力求详细、准确。（0.5 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能够引起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和各种故

障原因的分析、检测和判断方法。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

论结果。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1

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0.5 学时）



4．在实验用车上实现故障再现，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经

验分析和常规判断。（4学时）

5．使用专用检测设备进行性能检测，获得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6学时）

6．制定修理计划，排除故障。（2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实训车、虚拟仿真软件、故障诊断仪等工具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检测空气供给系统传感器

2.正确检测空气供给系统执行器

3.说出空气供给系统故障原因有哪些

4.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学习项目四：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的检修 学时:20

学习任务 1.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原因

2.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学习目标

1.掌握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原因

2.能够制订怠速不稳故障诊断流程

3.能够对发动机怠速不稳进行诊断和维修

学习内容

1.怠速不稳故障现象

2.怠速不稳原理分析

3.进气与排放控制系统故障的检测和维修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1.教师提出故障现象和故障在汽车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故障现象力求详细、准确。（0.5 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能够引起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和各种故

障原因的分析、检测和判断方法。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



学习过程

论结果。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1

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0.5 学时）

4．在实验用车上实现故障再现，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经

验分析和常规判断。（8学时）

5．使用专用检测设备进行性能检测，获得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8学时）

6．制定修理计划，排除故障。（2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实训车、虚拟仿真软件、故障诊断仪等工具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检测进气系统

2.正确检测点火系统

3.说出发动机怠速不稳引起原因有哪些

4.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学习项目五：电控发动机加速不良检修 学时:20

学习任务

1.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认知

2.曲轴位置传感器认知

3.发动机加速不良引起原因

4.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的排除

学习目标

1.掌握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检修原理

2.掌握曲轴位置传感器检修原理

3.能够制订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诊断流程

学习内容

1.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曲轴位置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3.电控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诊断方法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教师提出故障现象和故障在汽车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故障现象力求详细、准确。（0.5 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能够引起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和各种故

障原因的分析、检测和判断方法。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

论结果。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2

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0.5 学时）

4．在实验用车上实现故障再现，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经

验分析和常规判断。（7学时）

5．使用专用检测设备进行性能检测，获得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8学时）

6．制定修理计划，排除故障。（2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实训车、虚拟仿真软件、故障诊断仪等工具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检测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2.正确检测曲轴位置传感器

3.说出电控发动机不良引起原因有哪些

4.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学习项目六：电控发动机排放系统的检修 学时:14

学习任务 1. 电控发动机排防系统故障原因

2. 电控发动机排防系统故障排除

学习目标 1.掌握电控发动机排放系统工作原理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电控发动机排放系统故障排除

学习内容

1.汽车排放系统组成

2. EvAp 电磁阀组成

3.排放控制系统的诊断方案

4.EvAp 电磁阀检修方案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教师提出故障现象和故障在汽车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故障现象力求详细、准确。（0.5 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能够引起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和各种故

障原因的分析、检测和判断方法。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

论结果。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1

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0.5 学时）

4．在实验用车上实现故障再现，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经

验分析和常规判断。（5学时）

5．使用专用检测设备进行性能检测，获得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5学时）

6．制定修理计划，排除故障。（2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实训车、虚拟仿真软件、故障诊断仪等工具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检测排气系统

2.正确检测 EvAp 电磁阀

3.说出电控发动机排气系统故障引起原因有哪些

4.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学习项目七：电控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与

运用

学时:16

学习任务

1.故障诊断原则与方法

2.故障代码分析与运用

学习目标

1.掌握故障诊断原则与方法

2.掌握故障代码分析与运用

3.能够运用故障诊断原则分析解决问题



学习内容 1.故障诊断原则与方法

2.故障代码分析与运用

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项目教学）

学习过程

1.教师提出故障现象和故障在汽车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故障现象力求详细、准确。（0.5 学时）

2．学生分组讨论能够引起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和各种故

障原因的分析、检测和判断方法。并提交和陈述该小组的讨

论结果。各小组在独自陈述的基础上互相补充和完善。（1

学时）

3.教师总结归纳讨论结果，讲解分析过程，加深学生的

理解。（0.5 学时）

4．在实验用车上实现故障再现，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经

验分析和常规判断。（6学时）

5．使用专用检测设备进行性能检测，获得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6学时）

6．制定修理计划，排除故障。（2学时）

课程思政要素

①培养安全意识；

②培养合作意识；

③引导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态

度；

④培养学生善于钻研、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⑤树立责任感、使命感，为工作奉献、为国家奉献的精

神

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⑦培养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⑧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精神；

⑨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题的能力；

⑩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学条件 实训车、虚拟仿真软件、故障诊断仪等工具

学习评价

评价项目：

1.正确分析故障诊断原则与方法

2.正确分析故障代码

3.情感因素、非智力素养、工匠精神、7S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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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等。

期末
考试课：实训题库抽题考核。技能操作占比 50%，理论知

识考核占比 30%，素质素养考核占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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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模块、情境） 期末考核占比 项目（模块、情境） 期末考核占比

六、教学材料

１.教材选用或编写建议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 王树春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05-18

本书从六个方面介绍汽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分别是电控发动机

认识及自诊断测试，电控发动机空气供给系统的检修，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的检

修，电控发动机加速不良检修, 电控发动机排放系统的检修, 电控发动机故障诊

断方法与运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与技能大赛相结合，真正做的课堂与竞

赛融合在一起。

２.推荐教学参考资料。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 王树春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05-18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检修 杨智勇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05-01

３.教学软件

４.主要参考期刊

５.主要参考网站

中国大学 MOOC 和学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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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