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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高职汽车营销与效劳

学时数：60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的一门技术根底课。本课程着重介绍正投影法的根本原

理，绘制、阅读机械图样的方法。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到达以下要求：

    1、了解机械制图和房屋建筑图国家标准的根本规定；

    2、掌握正投影的根本理论和用正投影法绘制图样的方法；

    3、掌握机件的表达方法及相关标准；

    4、掌握常用件、标准件〔主要是螺纹紧固件〕的规定画法；

5、了解零件图、装配图的作用及内容，掌握阅读机械图样的方法；

6、具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二、课题和课时分配

序号 课题内容 总课时 讲授 练习 作业号

1 制图的根本知识和技能 

制图国家标准的根本规定；常用几何图形

画法

4 4 2 1

2 投影根底

正投影法和三视图 

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根本几何体的投影 

体的外表交线 

组合体 

轴测图

(12)

2

2

6

2

2

2

4

2

2

2

 2

2

3

4

3 机械制图 

机件的表达方法 

标准件、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零件图 

装配图 

〔40〕 10

14

8

8

8

10

8

8

2

2

2

2

5

6

7

8

4 机动 4

总计 60 54 16

三、课程内容

课题一制图的根本知识和技能

1、制图国家标准的根本规定

2、了解图纸幅面及格式的规定。

3、了解比例的规定。

4、了解长仿宋体字、阿拉伯数字和常用字母的规格和写法。

5、掌握各种图线的型式、主要用途及其画法。

6、掌握标注尺寸的根本规那么、尺寸的组成、常用尺寸的标注方法。

7、常用几何图形画法

8、了解线段连接的作图原理和方法。

9、掌握简单平面图形的尺寸和线段分析以及作图步骤。

练习题：



写长仿宋体字、数字、字母；尺寸注法；作正多边形，圆弧连接。徒手抄画零件平面轮廓图〔含尺

寸标注〕。

作业1：画零件平面轮廓图，抄注尺寸，A3图纸。

教学要求：了解制图的国家标准，掌握常用几何图形画法。

课题二投影根底

1、投影法和三视图

了解投影法的概念

熟悉正投影的特点

掌握三视图的形成、三视图之间的关系及三视图的作图方法。

按照模块画三视图。

练习题：由三视图找对应的轴测图；对照轴测图补画所缺视图。

作业2：对照模块画三视图，A3。
2、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了解点的三面投影及其规律、点的投影和该点与直角坐标的关系。

了解直线的三面投影、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

了解平面的三面投影、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

练习题：画和读点、直线、平面的投影；标出轴测图及三视图上的对应点。

3、根本几何体的投影

了解棱柱、棱锥、棱台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

了解圆柱、圆锥、圆球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

了解根本体外表求点的方法。

了解根本体的尺寸标注。

练习题：由根本体〔包括1/2或1/4圆柱〕两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4、体的外表交线

了解截交线、相贯线的概念。

了解截交线、相贯线的画法。

练习题：补全立体的三面投影；完成截断体的三面投影；完成相贯体的三面投影。

5、组合体

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和形体分析法。

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了解组合体尺寸的标注。

掌握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与步骤。

练习题：画组合体三视图；由两视图补画第三视图；补画视图中的缺线；给视图标注尺寸；根据给

出的俯视图，设想出物体的形状，并画出主、左视图。

作业3：根据轴测图或模型画组合体的三视图，并标注尺寸，A3图纸。

6、轴测图

了解轴测投影的根本概念、轴测投影的特性、常用轴测图的种类。

掌握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练习题：由视图画轴测图〔包括轴测草图〕。

教学要求：了解投影根底知识，掌握投影方法。

课题三机械制图

1、机件的表达方法



熟悉根本视图的形成、名称及配置关系。



掌握向视图、局部视图和斜视图的画法和标注。

理解剖视的概念，掌握画剖视图的方法和标注。

掌握单一剖切面剖切的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的画法和标注方法。

了解几个相交剖切平面、几个平行剖切平面的剖切方法。

掌握移出断面和重合断面的画法和标注。

了解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掌握读剖视图的方法和步骤。

练习题：由视图补画根本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斜视图；把视图改画成指定的剖视图；读剖视

图；由的视图补画剖视图及断面图。

作业4：由模型或轴测图，选择恰当的表示方法绘制图样，并标注尺寸，A3图纸。

2、标准件、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1〕了解螺纹的形成、种类和用处，熟悉螺纹的要素，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标注和查表。

〔2〕熟悉常用螺纹紧固件的种类、标记与查表，掌握螺栓连接画法，了解螺柱连接和螺钉连接的画法。

〔3〕了解标准直齿圆柱齿轮轮齿局部的名称及尺寸关系，掌握单个直齿圆柱齿轮及其啮合的画法。

〔4〕了解平键及平键连接、销及销连接的规定画法。

〔5〕了解常用滚动轴承的类型、代号及其简化和规定画法、圆柱螺旋压缩弹簧的规定画法。

练习题：螺纹的画法与标记；典型螺纹紧固件的标记和查表；画螺栓连接图；补画齿轮轮齿局部所

缺的投影以及键和销的连接图。

作业5：根据给定条件，绘制螺栓连接的三视图。A3图纸。

3、零件图

了解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熟悉零件图的视图选择原那么和典型零件的表示方法。

熟悉典型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了解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

了解零件上标注的外表粗糙度、尺寸公差、形为公差、材料等常见技术要求。

了解简单零件的测绘方法。

掌握读零件图的方法与步骤。

练习题：测绘零件，画零件草图；读零件图。

作业6：由零件草图画零件图，A3图纸。

4、装配图

了解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了解装配图的表达方法。

了解装配图的尺寸和技术要求。

了解装配图的零件序号和明细栏。

熟悉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掌握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教学要求：了解常用机件的表达方法与画法，了解零件图、装配图的绘制知识。

四、大纲说明

1、本大纲根据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04级《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教学方案》编写。

2、本课程实践性较强，在执行大纲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理论与实践课时。



《现代统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高职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

学时数：52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的实际数据，并通过

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说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

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开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作用，描述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之间的联

系关系和变动规律，也是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根底。

二、课题及课时分配

             课时分配

序号

   

 课程内容 课时    讲课 习   题

1 统计总论 2 2

2 统计调查 4 4

3 统计整理　 6 6

4 综合指标 5 5

5 抽样推断 5 3 2

6 假设检验 4 2 2

7 相关分析 5 3 2

8 指数分析 5 3 2

9 动态数列分析 6 4 2

10 统计综合分析与评价　 6 4 2

11 机动 4

合计 52 36 12

三、课程教学内容和要求

本课的内容既包括统计方法，也包括必要的社会经济指标核算的根本知识。使学生能掌握统计学的

根本知识和技能，能运用所学的统计理论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并能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

有关经济问题，为国民经济的管理提供真实可靠的数字资料，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因此，在教学上要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统计学的根本原理、根本方法及根本统计指标的核算，并能运用所学

知识，完成对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提高学生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数量分析能力。

在经济与管理学科各专业的教学中，对统计知识的需求不一样，因此有的内容对不同的专业有不同

的要求，具体的要求将在各章的教学内容中加以说明。

在各章的教学要求中，有关根本概念、根本理论、统计的根本公式、计算方法及数量分析方法的内

容按“了解、理解和掌握、综合应用”三个层次要求。

课题一、统计总论

　〔一〕统计的涵义

　〔二〕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三〕统计研究方法

　〔四〕统计学中的几个根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１、统计总体、总体单位

２、单位标志与标志表现

　　３、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

　〔五〕国家统计的职能



教学要求：目的在于从总体上对统计学提供根本的认识，通过学习，要求一般了解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学

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国家统计的职能、统计研究的根本方法，重点掌握统计学中的几个根本概念。

课题二 、统计调查

〔一〕统计调查的根本任务和要求

　　〔二〕统计调查的种类

　　１、统计调查根据被研究总体的范围，分为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

　　２、统计调查按调查登记的时间是否连续，分为连续调查和不连续调查。

　　３、统计调查按所搜集资料的来源分为直接调查、凭证调查和询问调查。

　　〔三〕统计调查方案

　　统计调查方案应包括：调查目的、调查对象、调查工程、调查表、调查时间和时限、调查的组织工

作等内容。

　　〔四〕统计调查方法　　

　　掌握各种统计调查方法的特点及应用条件。

　　１、普查。

　　２、抽样调查。

　　３、统计报表。

　　４、重点调查。

　　５、典型调查。

教学要求：阐述统计调查的意义、种类、调查方案及调查的各种方法等问题。通过教学，使学生一般了

解统计调查的根本任务和要求，重点掌握统计调查的方法和调查方案的制订。

　　课题三、统计整理

　　〔一〕统计整理的概念和内容

　　１、统计整理的概念

２、统计资料整理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二〕统计分组

　　１、统计分组的概念及分类

　  ２、分组标志的选择

　　３、统计分组的方法

　　〔１〕品质标志分组的方法

　　〔２〕数量标志分组的方法

　　按数量标志分组即选择反映事物数量差异的数量标志作为分组标志进行分组，确定各组在数量上的

差异，并通过数量上的变化来区分各组的不同类型和性质。

　　数量标志分组有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分组两种形式。

　　组距、组数确实定；组限的表示方法；组中值的含义及计算

　　〔三〕统计分布

１、统计分布的概念、组成要素及分类

　　２、变量分配数列的编制

　　〔四〕统计表

　　统计表的构成和种类

教学要求：统计整理是统计工作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它既是统计调查的继续，又是统计分析的前提。

通过学习一般了解统计整理的概念和内容、统计分组、分配数列及统计表等概念和内容。要重点掌握统

计分组的方法，在分组的根底上进行次数分配数列的编制，并学会用统计表来表示统计资料。



　　课题四、综合指标

　　〔一〕总量指标

　　１、总量指标的概念　

　　２、总量指标的种类　

　　〔１〕按其反映总体内容的不同，分为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

　　〔２〕按其反映时间状况的不同，分为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

　　〔３〕按其计量单位的不同，分为实物指标、价值指标和劳动量指标。

　　〔二〕相对指标

　　１、相对指标的概念、作用和表现形式　

　　２、相对指标的种类及计算方法

　　〔１〕结构相对指标　

　　〔２〕比例相对指标　

　　〔３〕比拟相对指标

　　〔４〕强度相对指标　

　　〔５〕方案完成程度相对指标

①方案数为绝对数时，方案完成程度相对数的计算

②方案数为相对数时，方案完成程度相对数的计算

　　３、相对指标的应用

　　〔三〕平均指标

　　１、平均指标的概念和作用

　　２、平均指标的计算

　　〔１〕算术平均数

①算术平均数的根本形式

②算术平均数与强度相对数的区别

③简单算术平均数

④加权算术平均数

　　加权算术平均数的计算

　　权数对平均数的影响作用

　　权数的选择

　　简单算术平均数与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关系

　　〔２〕调和平均数的计算　

①调和平均数的概念

②加权调和平均数与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关系

③加权调和平均数的计算

　　根据相对数或平均数的资料求平均

　　〔３〕众数、中位数的概念和作用

　　〔四〕变异指标

　　１、变异指标的概念、作用和种类

　　２、变异指标计算

　　〔１〕全距

　　全距的概念和特点

　　〔２〕平均差



　　平均差的概念和特点

　　〔３〕标准差

　　标准差的概念、特点及计算

　　〔４〕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的意义和计算

　　〔五〕综合指标的运用

　　教学要求：广义上说，所有的统计指标都可以称为综合指标。根据综合指标数字的表现形式，可将

综合指标分为三大类即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一般了解各种综合指标的概念、作用及种类，

理解各种综合指标的特点和应用场合并熟练掌握其计算方法，能作简单的分析。

课题五、抽样估计

〔一〕抽样推断的意义及特点

〔二〕抽样的根本概念

１、总体和样本

　２、参数和统计量

　３、样本容量和样本个数

４、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

〔三〕抽样误差

　　１、抽样误差的意义

　　影响抽样误差大小的因素

　　２、抽样平均误差。

　　〔１〕抽样平均误差的意义

　　〔２〕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

　　〔３〕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条件下抽样平均误差的区别

３、抽样极限误差。

　　〔１〕抽样极限误差的概念

　　〔２〕抽样极限误差的计算

　　〔３〕抽样极限误差与概率度、抽样平均误差的关系

　　〔四〕抽样估计方法

　　１、总体参数点估计

　　点估计的特点与方法

　　２、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１〕区间估计的根本特点

　　〔２〕区间估计的方法

〔五〕抽样组织设计

　　１、简单随机抽样。

　　〔１〕简单随机抽样的概念和特点

　　〔２〕简单随机抽样的计算

　　〔３〕样本单位数计算

　　２、类型抽样〔本局部内容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范围〕

　　类型抽样的概念和特点

　　３、等距抽样〔本局部内容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范围〕

　　等距抽样的概念和特点



　　４、整群抽样〔本局部内容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范围〕

　　整群抽样的概念和特点

　　教学要求：目的在于提供一套利用抽样资料来推断总体的数量特征的方法。通过学习要求掌握抽样

推断中的根本原理和方法，能够利用样本资料推断总体指标。学习中应重点掌握抽样误差的计算、简单

随机抽样下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及简单随机抽样下样本单位数的计算。

课题六、假设检验

　　〔一〕假设检验的意义和假设命题

　　１、假设检验的意义

　　２、显著性水平

　　３、假设的命题

　　〔二〕假设检验的方法

　　１、假设检验的程序

　　２、总体平均数的检验

　　３、总体成数的检验

　　〔三〕非参数检验的意义和特点

教学要求：着重讨论统计推断的另一个问题，假设检验问题。通过本章的学习，要了解假设检验的

意义、显著性水平及其在假设检验中的作用及假设检验的程序。

课题七、相关分析

　　〔一〕相关的概念和种类

　　１、相关的概念　

　　２、相关的种类　

　　〔１〕按相关的程度分，有完全相关、不完全相关和不相关。

　　〔２〕按相关的性质分，有正相关和负相关。

　　〔３〕按相关的形式分，有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

　　〔４〕按影响因素多少分，有单相关和复相关。

　　〔二〕相关系数

　　１、相关系数的概念

　　２、相关系数的计算

３、相关系数的性质和应用　〔本局部内容可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

范围。〕

　　〔三〕回归分析　　

　　１、回归分析的意义　

　　２、相关与回归的区别和联系

　　３、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及求解

　　〔１〕配合回归直线　

　　〔２〕回归系数的意义

　　〔３〕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５、估计标准误差

　　估计标准误差的概念和作用

　  教学要求：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统计方法。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相关分析的

意义、相关的种类、回归分析的意义；理解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熟练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和应用，

掌握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应用和分析方法。并能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课题八、指数分析

　　〔一〕指数的概念及种类

　　１、指数的概念及作用

　　广义指数的概念

　　狭义指数的概念

　　指数的作用

　　２、指数的种类

　　〔１〕按其所反映的对象范围的不同，分为个体指数和总指数。

　　〔２〕按其所反映的指标性质不同，分为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

　　〔３〕按其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的表现形式不同，可分为综合指数、平均指数。

　　〔二〕综合指数

　　１、综合指数的概念

　　２、综合指数的特点

　　编制综合指数，作为同度量因素的指标应该固定在哪个时期，要根据编制指数的具体任务以及指数

式的经济内容来决定。以经济内容为依据，确定综合指数中的同度量因素所属时期，具有一般应用意义。

同度量因素时期确定的一般方法是：编制质量指标综合指数应以计算期的数量指标为同度量因素，说明

在计算期实际条件下，此指标的变动对现实造成的影响具有实际意义。编制数量指标综合指数那么应以

基期的质量指标为同度量因素。说明在质量指标保持不变的水平时，数量指标的动态变化。在计算某一

种综合指数时，分子与分母的同度量因素的数值必须是同一时期的。选择不同时期的数值作为同度量因

素，结果是不同的，经济意义也不相同。

　　３、综合指数的计算及分析

　　〔１〕数量指标指数

　　编制时的一般原那么是将同度量因素的时期固定在基期。

　　〔２〕质量指标指数

　　编制时的一般原那么是将同度量因素的时期固定在报告期。

　〔三〕平均指数

　　１、平均指数的概念

　　２、平均指数的计算

〔1〕加权算术平均指数通常以权数对个体数量指数进行加权算术平均，以此计算的加权算术平均

指数等于数量指标综合指数。

　　〔2〕加权调和平均指数通常以权数对个体质量指标进行加权调和平均，据此计算的加权调和平均

指数等于质量指标综合指数。

　　〔三〕因素分析

　　１、因素分析的意义

　　２、因素分析的内容和步骤

　　３、因素分析的具体形式：

　　〔１〕总量指标因素分析：

　　简单现象总体总量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

　　复杂现象总体总量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综合指数体系的利用〕

　　〔２〕平均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　〔本局部内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经济学科工商管理类企业公关

专业方向、旅游及饭店管理专业方向、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方向、国际贸易专业方向、审计专业、财税

专业、可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范围。〕



　  教学要求：指数分析法是实际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指数的根本

概念和根本原理，掌握总指数两种形式的编制方法，并能利用指数体系进行因素分析。

课题九、动态数列分析

　　〔一〕动态数列的概念和种类

　　１、动态数列的概念

　　２、动态数列的种类

　　〔１〕总量指标动态数列　

　　〔２〕相对指标动态数列

　　〔３〕平均指标动态数列

　　３、编制动态数列的原那么

　　〔二〕、现象开展水平指标

　　１、开展水平　

　　２、平均开展水平

　　〔１〕由总量指标动态数列计算序时平均数　

①由时期数列计算

②由时点数列计算

　　掌握每天数字资料时的计算

　　时点间隔相等时的计算

　　时点间隔不相等时的计算

　　〔２〕由相对指标或平均指标动态数列计算序时平均数

　　〔三〕现象开展的速度指标

　　１、开展速度

　　定基开展速度与环比开展速度及相互关系

　　定基开展速度与环比开展速度的计算

　　２、增长量　

　　〔１〕逐期增长量与累积增长量及相互关系

　　〔２〕平均增长量

　　〔３〕增长量的计算

　　３、增长速度

　　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

　　４、平均开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

　　〔１〕平均开展速度的计算

①几何平均法的计算

②方程式法的概念

③两种方法的不同点

　　〔２〕平均增长速度的计算　

　　〔四〕现象变动的趋势分析　〔本局部内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经济学科工商管理类企业公关专业

方向、旅游及饭店管理专业方向、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方向、国际贸易专业方向、审计专业、财税专业、

可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范围。〕

　　１、影响动态数列的四个因素

　　２、直线趋势的测定方法

　　〔１〕时距扩大法



　　〔２〕移动平均法

　　〔３〕最小平方法

　　３、季节变动的测定〔本局部内容由各教学班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特点选学，不列入考试范围〕

　　〔１〕季节变动的概念

　　〔２〕按月平均法和趋势剔除法的不同特点

　　教学要求：动态数列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开展规律的重要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本章学习，应了解动

态数列的概念、种类及编制原那么。掌握现象开展水平指标和现象开展速度指标的计算，了解时间数列

的影响因素，掌握直线趋势测定的各种方法。

课题十、统计综合分析与评价

　　〔一〕统计综合分析

　　１、统计综合分析的意义

　　２、统计综合分析的根本特征

　　３、统计综合分析的一般步骤

　　〔二〕统计比拟

　　１、统计比拟的概念与目的

　　２、统计比拟的种类

　　〔１〕根据比拟的时间状况不同分为静态比拟和动态比拟

　　〔２〕根据比拟方式不同分为相比照拟和相差比拟

　　〔３〕根据说明的对象范围的不同分为单项比拟和综合比拟

　　〔三〕统计综合评价

　　１、统计综合评价的意义和作用

　　２、统计综合评价的一般步骤

　　〔１〕明确评价的目标

　　〔２〕选择并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３〕选择恰当的综合评价方法

　　〔４〕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５〕选择适宜的评价标准

　　〔６〕将各指标的评价值合成为总评价值与评价标准进行比照分析判定优劣。

　　３、综合评价的常用方法

　　〔１〕综合评价法

　　〔２〕成效系数法

　　〔３〕平均指数法

　　４、综合国力评价

　　综合国力评价的关键是确定构成综合国力根本要素。

_合评价的常用方法

　　〔１〕综合评价法

　　〔２〕成效系数法

　　〔３〕平均指数法

　　教学要求：主要阐述统计综合分析与评价的意义及一般步骤。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统计

综合分析的概念特点及其一般步骤，理解什么是统计比拟、统计比拟的根本规那么，掌握统计评价的一

般程序。

四、大纲说明



1、教学建议：围绕学习目标精讲勤练、重视实践练习和案例分析；

2、本课程教学考核应表达以能力为中心，鼓励创新性发挥。

《电工电子根底》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高职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

学时数： 120

一．课 程 的 性 质 与 任 务
本课程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的一门技术根底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具备从

事汽车行业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级专门人才所必须的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方面的根本知识、根

本理论和根本技能，并为学习后续课程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根底。

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生应到达以下要求：

电工技术：

1、掌握电路的根本概念和根本定律。

2、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性质。

3、掌握正弦交流电的根本概念。掌握单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及计算。掌握功率因数提高的意义和方

法。

4、掌握三相交流电路的根本概念。三相负载作星形、三角形联结的分析及计算。掌握三相电功率

的计算。

5、了解串、并联电路的谐振特点及性质。

6、了解磁路的根本概念.掌握单相变压器的根本结构、工作原理。

7、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根本结构、工作原理及使用。了解单相异步电动机的根本结构、工作原

理及使用。

8、了解平安用电常识。

9、注重实践教学，使学生熟悉构造与工作原理，熟悉电气测量的根本知识与常用测量方法；具有

使用常见电工仪表的技能；具有观察分析电路运行现象，实施实验过程的能力；具有应用电气

测量技术，检测、调试一般电路的能力。

电子技术：

1、掌握半导体二极管特性、主要参数。掌握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整流、滤波、稳压电路的组成、

工作原理及器件选择。

2、掌握半导体三极管特性、主要参数。掌握共射、共集电路的组成、静态和动态分析及性能特点。

3、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特性及其线性、非线性应用。

4、掌握 TTL 和 CMOS 门电路以及集成触发器。

5、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6、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7、初步具有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合理选用或换代器件的能力。

二、课 题 及 课 时 分 配
电工技术：

课时分配
课程内容 课时

讲课 实验

1、直流电路 12 10 2

2、单相交流电路 14 10 4

3、三相交流电路 8 6 2



4、磁路与变压器 8 6 2

5、异步电动机及其控制 12 12

6、平安用电 2 2

机动 4

合计 60 46 10

电子技术：

课时分配
序号 课题 课时

讲课 实验

1 半导体二极管及应用 4 2 2

2 直流稳压电源 6 4 2

3 半导体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 12 10 2

4 集成运算放大电路及其应用 12 10 2

5 数字电路根底知识 2 2

6 逻辑门电路 4 4

7 组合逻辑门电路 2 2

8 触发器 6 4 2

9 时序逻辑电路 8 6 2

10 机动 4

合计 60 44 12

三、课 程 教 学 内 容 和 要 求
电工技术：

课题一、直流电路

电路的根本物理量。欧姆定律。电源的外特性。电阻的串、并联。电路的三种状态。电气设备的额定值。

电压源和电流源及其等效变换。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原理。*戴维南定理。*电路的暂态过程分析。

课题二、单相正弦交流电路

正弦交流电的根本概念及表示方法。单一参数的交流电路。单相交流串联电路。单相交流并联电路。提

高功率因数的方法及意义。电功率。

课题三、三相交流电路

三相电源的产生及联结。三相负载的星形联结。中线的作用。三相负载的三角形联结。三相电功率。

课题四、磁路与变压器

磁路的根本概念。磁路欧姆定律。铁磁材料的磁化。交流铁心线圈。

单相变压器的根本结构、工作原理。变压器的外特性及电压调整率。变压器的同极性端概念及判别方法。

自耦变压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等特殊变压器。

课题五、异步电动机及其控制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根本结构、工作原理。电磁转矩和机械特性。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反转和

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数据及选用。单相异步电动机的根本结构、工作原理及使用。*三相异步

电动机的直接起动、正反转控制电路。*行程控制及时间控制。

课题六、平安用电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及触电方式。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平安用电

常识。

电子技术：

课题一. 半导体二极管及应用



PN 结单向导电性。半导体二极管伏安特性、主要参数及温度对特性的影响。

简介特殊二极管及其应用。

课题二. 直流稳压电源

单相半波、桥式整流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器件选择。

电感、电容、复式滤波电路组成及作用。

硅稳压管稳压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器件选择。

三端集成稳压器件及其应用电路。

课题三. 半导体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

1． 三极管根本知识

结构，符号，电流放大作用，特性曲线，管脚识别，主要参数及其受温度的影响。

2． 共射极放大电路

根本电路组成，工作原理，直流通路与交流通路。

共射电路图解分析法简介，静态工作点对输出失真的影响。

温度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分压式工作点稳定电路的原理，静态工作点估算。

简化微变等效电路，用公式估算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和电压放大倍数。

3．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共集电路性能特点及其应用，共基电路简介。

4． 多级放大电路

多级放大电器的组成框图，级间耦合方式，阻容耦合多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输入输出电阻估算，

应用举例。

课题四. 集成运放电路及其应用

1． 差分放大电路

电路特点，工作原理，差模与共模，失调与调零。

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及内电路组成框图，双运放和四运放介集成运放主要参数。

3． 集成运放的应用

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特性，三种根本电路，数学运算电路。

电压比拟器，信号产生电路。

4． 集成运放组件使用常识与实例。

消振，抗干扰措施，参数测试方法，外接电阻选用，调零，应用实例。

课题五. 数字电路根底知识

1．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数字电路特点及应用，常见脉冲波形及参数。

2． 二进制数，十六进制数，数制间的转换，编码的概念，常用 BCD 码。

课题六. 逻辑门电路

1． 二极管及三极管的开关特性

开关特性，主要参数，应用举例。

2． 根本门电路

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或非门，与或非门电路的逻辑功能。

3． TTL 反向器的工作原理，电压传输特性，输入特性，输出特性，根本参数。

4． 其它类型的 TTL 门电路

与非门，异或门，集电极开路门，三态输出门的功能及典型应用。

5． CMOS 门电路

CMOS 反相器，CMOS 门电路，CMOS 传输门和模拟开关。



CMOS 和 TTL 门电路的使用知识及相互连接。

课题七. 组合逻辑电路

1． 组合逻辑电路的特点和分析方法。

2． 译码器和数字显示电路

3~8 线译码器，二~十进制译码器，常用数字显示器件及工作原理，数字显示译码器。

3． 数据分配器和数据选择器

4． 二~十进制编码器

5． 加法器

6． 比拟器简介

课题八. 触发器

1． 根本 RS 触发器的电路组成，工作原理。

2． 同步 RS 触发器的电路组成，工作原理。

3． RS 触发器，JK 触发器，D 触发器，T 触发器，T’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4． 边沿型集成触发器的触发方式，工作波形及特性参数；*触发器的功能转换

课题九. 时序逻辑电路

1． 时序逻辑电路的特点及分类。

2． 码存放器，移位存放器，中规模集成移位存放器。

3． 计数器

二进制计数器的逻辑功能的分析，异步二进制计数器的分析。

常用中规模集成计数器的功能及应用。

四、实 践 教 学

电工技术：

实验一、直流电源外特性测试及电阻元件伏安特性测绘

直流电压表、电流表、万用表、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电阻串、并联、混联电路的连接。实际电源的电

压与电流关系，绘制实验曲线。测电阻伏安特性，绘制实验曲线。

实验二、RLC串联电路分析

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单相调压器的使用。RLC 串联电路的联结测量。理解串联电路中电压与电流

的关系及其相量图。观察 RLC串联电路的谐振状态。

实验三、日光灯电路的接线及功率因数的提高

日光灯电路的工作原理、接线及各元件作用。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和方法。

实验四、三相负载的联结

三相负载的星形、三角形电路的联结测量。理解中线的作用。观察三相负载星形联结的故障情况，学习

故障分析判断。

实验五、单相变压器

调压器、单相变压器的结构及联结。变压器的外特性测定。变压器的同极性端测定。

电子技术：

实验一. 常用电子仪器

电子技术实验的规那么，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晶体管的简单测试

用万用表判断二极管，三极管的极性和好坏。

实验二.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

整流、滤波、稳压电路的连接测试。



用三端集成稳压器组成输出电压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测试输出电压可调范围和稳压系数。

静态工作点，电压放大倍数，输入，输出电阻，观察各点波形。

实验四.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

构成比例放大器，加法器，减法器，积分器，微分器，并测试功能。

实验五. 组合逻辑电路

测试集成门电路的逻辑功能

测试集成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实验六. 计数，译码，显示综合应用

用集成计数器构成不同进制计数器电路，测试其逻辑功能。

利用计数器，译码器和显示器件，实现计数，译码，显示功能。

五、大 纲 说 明

1、教学建议

为加强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工程技术素质的培养，建议采用课堂教学、上网自学、习题课、实验课、

实训课等多种形式组织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应积极采用电化教学、CAI等现代教学手段。

评价学生成绩应以学生平时的上课情况、课后习题、考试成绩、讨论发言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建立新的学习评价体系。

2、本课程教学应注意与数学、物理两门课程的衔接与配合。

《机械工程根底》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高职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

学时数：178

一、课 程 的 性 质 与 任 务
本课程是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的一门综合性专业根底课。 本课程分四个模块，分别介绍了《工程

力学》、《工程材料及成型工艺》、《机构与机械传动》、《液压传动及气动技术》的根底知识，为顺利学习

专业课程铺垫根底。学生学完本课程后应到达以下要求：

1、掌握静力学根本概念及受力分析的方法。

2、掌握平面汇交力系、力偶系、任意力系的力学分析方法。

3、了解空间力系及重心概念。

4、掌握质点、刚体运动学定理的运用。

5、掌握材料力学的根本计算方法。

6、了解工程材料的机械制造过程。

7、了解工程材料的根本性能、处理方法。

8、熟悉金属材料的根本热成形工艺。

9、熟悉非金属材料的成形工艺。

10、了解材料成形工艺的选择原那么。

11、初步具有分析和选择材料及成形工艺的能力。

12、了解常用机构和通用零、部件的根本原理、类型、特点及应用等根本知识。

13、 掌握常用机构的根本理论及设计方法；通用零、部件的失效形式、设计准那么设计方法。

14、具有机械设计实验和设计简单机械及传动装置的根本技能。

15、掌握液压与气动根底知识。

二、课 题 及 课 时 分 配
序号 课 题 内 容 总课时 课时分配



讲课   实验 

1 绪论；钢铁生产 2 2

2 金属的力学性能 6 4  2

3 碳钢 4 4

4 合金钢 6 6

5 钢的热处理 4 4

6 铸铁 4 4

7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4 4

8 非金属材料 6 6

9 金属热加工工艺 4 4

10 静力学概念；公理 2 2

11 平面任意力系 4 4

12 空间力系与重心 4 4

13 质点运动力学 2 2

14 刚体运动力学 2 2

15 动静法 2 2

16 轴向拉压 4 2  2

17 剪切 4 4

18 扭转 2 2

19 弯曲 6 6

20 组合变形 4 4

21 压杆稳定交变应力 4 2

22 机械与机器概述、机构运动简图 2 2

23 平面连杆机构 4 2   2

24 凸轮机构 4 4

25 螺纹联接与螺旋机构 2 2

26 带传动 4 4

27 链传动 2 2

28 齿轮机构和齿轮传动 12 10   2                 

29 蜗杆机构 2 2

30 齿轮系传动 4 4

31 轴与轴毂联接 2 2

32 轴承 6 6

33 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弹簧 4 4

34 机械的平衡与调速 4 4

35 绪论 2 2

36 液压传动根底知识 8 8                

37 液压动力组件 4 2 2

38 液压执行组件 2 2

39 液压控制组件 4 4                

40 液压辅助组件 4 4                

41 液压根本回路 4 4

42 典型液压传动系统 2 2

43 液压传动系统的安装调试 2 2

44 气压传动简介 4 4

机  动 4

合    计 178 168 10



三、课 程 教 学 内 容 和 要 求
模块一、  工程材料及成型工艺根底  
课题一　绪论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课程的性质、内容和任务；

２．了解炼铁、炼钢、浇铸、镇静钢、沸腾钢。

课题二　金属的力学性能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熟知金属及合金的力学性能；

２．了解力学性能指针与零件失效的关系；

３．了解金属及合金的其它性能。

课题三　碳钢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钢中杂质元素及其影响；

２．熟知钢的分类

３．熟知钢的牌号及用途。

课题四　合金钢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钢的分类；

２．了解合金元素的作用；

３．熟知常用结构钢的牌号、成份、热处理特点；

４．了解工具钢、刃具钢、量具钢、模具钢的牌号、成份、热处理特点和用途；

５．了解不锈钢、耐热钢、耐磨钢等特殊性能钢。

课题五　钢的热处理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熟知退火与正火、淬火与回火对钢性能的影响和应用；

２．了解退火、正火、淬火与回火工艺过程、技术标准；

3．了解外表热处理及新技术。

课题六　铸铁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铸铁的特点、分类；石墨化及其影响；

２．熟知灰铁的牌号、组织、性能和用途；了解变质处理；热处理过程、技术标准和对灰铁性能的

影响；

３．熟知球铁的牌号、组织、性能和用途；了解热处理过程、技术标准和对球铁性能的影响；

４．了解合金铸铁。

课题七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熟知工业纯铝、形变铝合金、铸造铝合金的牌号、主要成分及用途；了解铝合金的热处理特点；

２．了解工业纯铜、黄铜、青铜的牌号、主要成分及用途；

３．熟知铅基、锡基、铝基轴承合金。

课题八　非金属材料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熟知常用工程塑料的分类、特性；成形过程；用途；

２．熟知橡胶的分类、特性；天然橡胶、常用合成橡胶的特点、主要成分、用途；

３．了解复合材料的分类、特点、性能和用途；

４．熟知常用胶粘剂、涂料、玻璃等的分类、成分和用途。

课题九　金属热加工工艺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铸造的分类、特点、工艺过程和应用；常用金属的铸造性能；

２．了解压力加工的分类、特点、工艺过程和应用；常用金属的锻造性能；冲压性能；

３．了解焊接的实质、分类、特点、工艺过程和应用；常用金属的焊接性能；焊接缺陷及原因和常

用矫形方法。

模块二工程力学根底知识

理论力学局部

课题十　静力学根本概念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掌握物体的受力分析及受力图的绘制方法；力的投影、力矩的计算；理解力、力矩、力偶的概念和

性质；约束及约束反力的性质。

课题十一　平面一般力系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掌握平面力系平衡问题的求解，了解滑动摩擦的平衡问题。

课题十二　空间力系与重心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空间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平衡方程；掌握重心、形心的概念。

课题十三　质点运动力学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质点的一般曲线运动；点的合成运动；质点动力学根本方程、微分方程；动能定理及其应用。

课题十四 刚体运动力学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刚体的平动、定轴转动及其特征；平面运动及其特征。了解定轴转动刚体的

角速度，角加速度的计算。

课题十五 动静法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惯性力的概念，动静法的应用。

材料力学局部

课题十六轴向拉压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变形固体的根本假设及其杆类构件的根本变形；理解金属材料拉、压时的根本力学性能、虎克

定律；掌握轴向拉〔压〕杆的强度计算；塑性材料、脆性材料拉伸〔压缩〕的应力应变图。

课题十七 剪切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剪切、挤压强度的实用计算；

课题十八扭转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圆轴扭转的强度、刚度计算方法。

课题十九弯曲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平面弯曲的变形、刚度的概念。掌握对称截面梁平面弯曲时正应力计算与强度计算。

课题二十组合变形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组合变形的概念；

了解弯扭组合变形构件强度计算方法。

课题二十一压杆稳定和交变应力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压杆稳定和交变应力的概念。

模块三 机构与机械传动根底知识

课题二十二 绪论；机械与机器概述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机械根底》的学习对象和根本要求；

２．熟知机械与机器的一般组成和有关概念； 
３．理解机械零件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及其意义；

４．认识机构运动简图。

课题二十三平面连杆机构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熟知平面连杆机构的根本形式和常见演化形式及在汽车中的应用； 
２．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运动特点。

课题二十四凸轮机构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凸轮机构的根本型式及其应用；

２．理解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特性；

３．熟知凸轮廓线与从动件〔对心与偏置尖顶、滚子、平底移动从动件〕的运动关系及凸轮廓线的

形成；

４．了解汽车中的凸轮和凸轮机构。

课题二十五螺纹联接与螺旋传动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螺纹与螺纹联接的主要参数、类型、特点及应用；

２．了解螺纹联接的预紧和防松；

３．理解螺栓组联接的结构要求；

４．了解提高螺栓联结强度的措施；

５．了解滑动螺旋和滚动螺旋。

课题二十六带传动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理解 V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了解 V 带与带轮的结构；带传动的安装及维护；同步带传动；

２．了解各参数对传动的影响；带传动的失效形式；

３．同步齿形带的结构和标准。

课题二十七链传动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滚子链与链轮的结构、材料、参数及标准；链传动的布置、张紧与润滑；



２．了解链传动的运动特性及影响因素。

课题二十八齿轮传动

教学要求：

１．了解齿轮传动的特点和根本类型；理解渐开线齿轮的齿廓的形成及传动特点；熟知渐开线标准

直齿圆柱齿轮、斜齿圆柱齿轮、直齿圆锥齿轮的参数及几何尺寸；齿轮正确啮合条件和连续传动条件；

理解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传动〔正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条件、标准安装与别离状态时的位置关

系、啮合关系等〕； 
２．了解渐开线齿轮的加工方法；根切与变位；标准直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变位齿轮传动

的特点及其应用； 
３．理解齿轮的受力；了解齿轮的失效形式、原因；常用齿轮材料、加工方法及其热处理； 
４．了解齿轮传动的精度；齿轮传动的润滑；齿轮的结构及材料。

课题二十九蜗杆机构传动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蜗杆传动的特点和根本类型；

２．熟知阿基米得蜗蜗杆机构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正确啮合条件、转向判断； 
３．了解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及材料。

课题三十 齿轮系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齿轮系的组成、分类和应用； 
２．会定轴轮系、简单行星轮系及简单混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和从动轮的转速计算、转向判断。

３．了解变速器的结构、传动过程及传动比和从动轮转速计算、转向判断。

课题三十一轴与轴毂联接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轴的类型、作用、常用材料；

２．理解轴的结构及形成原因；

３．了解平键、销、花键联接的类型、标准及应用。

课题三十二轴承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轴承的功用、类型及特点； 
２．了解滚动轴承的组成、类别、特点、代号；

３．理解滚动轴承的工作情况分析；了解滚动轴承的选用原那么；滚动轴承组合设计中涉及到的几

方面问题； 
４．了解滑动轴承的结构、材料及润滑。

课题三十三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与弹簧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常用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的功用、类型、特点、结构、材料及应用； 
２．了解弹簧的功用；弹簧的结构、类型、材料、制作、几何尺寸、主要性能参数及其影响；弹簧

的受载与失效。

课题三十四机械的平衡与调速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机械平衡的目的和分类；理解刚性回转件的动、静平衡方法；平衡精度与平衡精度等级；

２．了解机械速度波动的类型、原因和调节方法。



模块四、液压传动与气动技术

课题三十五绪论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理解液压与气压传开工作原理及组成；

２．了解液压与气压传动的特点；

３．了解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应用和开展。

课题三十六液压传动根底知识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液压传开工作介质；

２．理解液体静力学和液体动力学根本原理；

３．理解液体流动时的压力损失；

４．理解小孔及间隙的流量计算；

５．理解液压冲击与空穴现象。

课题三十七 液压动力组件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理解液压动力系统的根本组成；液压动力组件在液压动力系统中的作用；

２．熟知常用几种泵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３．理解液压泵的选用原那么和选用液压泵。

课题三十八 液压执行组件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理解液压执行组件在液压动力系统中的作用；

２．熟知液压缸、液压马达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课题三十九 液压控制组件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液压控制阀的功用、分类及性能要求；

２．熟知常用几种常用阀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课题四十液压辅助组件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１．了解液压辅助组件的功用、分类及性能要求；

２．熟知常用液压辅助组件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课题四十一液压根本回路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熟知常用液压根本回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课题四十二典型液压传动系统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了解典型液压传动系统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理解各液压组件在系统中的作用；

课题四十三液压传动系统的安装调试和故障分析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熟知液压传动系统的安装调试过程和故障分析的根本方法。

课题四十四气压传动简介

了解气源装置及辅助组件、控制组件、执行组件；了解气压传动的根本回路。

四 、 实 践 教 学



㈠ 实验工程及课时分配

序号 工 程 课时 根 本 要 求

1 材料硬度实验 2 掌握洛氏硬度操作方法

2 轴向拉压实验 2 熟悉实验方法，理解材料力学性能。

3 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2
分析机构组成和传动；计算机构自由度，并确定机构是

否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绘制机构运动简图。

4 齿轮参数的测量及齿轮加工 2 测量齿轮的根本参数，并范成加工齿轮。

5 液压动力组件结构原理 2 了解各种液压泵的结构原理

6 实训 一周 对常用机器机构进行拆装，增加感性认识

㈡ 主要实验设备、仪器清单

1、洛氏硬度实验机、布氏硬度实验机；

2、小机构——实验用 50 套、备用 10 套、实验台 10 台。

3、测量齿轮 50 个、齿轮范成仪 50 台、游标卡尺 30 把。

4、齿轮减速器 10 台、蜗杆减速器 5 台。

5、原理柜、零件柜各一套。

6、拉压实验台 1 台。

7、各种液压泵各一台。

五、大 纲 说 明
1、本大纲根据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04 级《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教学方案》编写。

2、机动学时，可按两学期平均分配。

3、各模块结束前可安排一次测验，期末统一考试。

《汽车构造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高职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

学 时 数：108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本课程主要学习汽车根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汽车

底盘、汽车悬挂系统、发动机的构造：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燃料供给机构、冷却润滑系统，发动

机主要性能指标和特性，发动机性能最正确控制方法；汽车的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

统、汽车车身总成及附属装置的构造原理。通过学习，掌握汽车构造，熟悉汽车主要性能参数的含义，

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根底。通过学习应使学生到达以下要求：

1、了解汽车的类型、型号、性能和用途。

2、熟悉汽车主要使用性能。

3、掌握汽车发动机、传动系、行驶制动系、转向系、车身总成及附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二、课题及课时分配

课时分配
序号 课 题 内 容 总课时

讲课 现场教学

1 总论 2 2

2 汽车发动机 40 24 16

3 汽车传动系 20 10 10

4 汽车行驶系与制动系 20 12 8

5 汽车转向系 14 8 6



6 汽车主要使用性能 8 8

机  动 4

合    计 108 64 40

三、课程教学内容和要求

课题一    总论

1、 汽车总成及分类。

2、 汽车工业开展概况。

3、 学习本课程的目的要求和方法。

教学要求：重点介绍汽车总体构造原理和学习本课程的目的要求。

课题二    汽车发动机

1、 发动机的分类和根本名词术语。

2、 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3、 发动机总体构造。

4、 发动机的指示性指标和有效性能指标。

5、 发动机的理论循环与实际循环。

6、 曲柄连杆机构。

7、 汽缸体和汽缸盖。

8、 配气机构。

9、 汽油机供给系统和燃烧。

10、点火系统。

11、冷却、润滑系统。

12、启动系统。

13、发动机特性。

教学要求：重点介绍发动机构作原理，曲柄、配气、供给、润滑、点火启动系统的构造原理。了

解发动机特性，熟悉发动机的性能指标。

课题三    汽车传动系

1、 离合器。

2、 变速器与分动器。

3、 变速器超速传动。

4、 万向传动装置与驱动桥。

教学要求：重点介绍离合器、传动装置、驱动桥的构造原理。

课题四    行驶系与制动系

1、 车架与车桥。

2、 车身总成。

3、 空调装置。

4、 车轮与轮胎。

5、 悬架系统。

6、 制动系统。

教学要求：重点介绍车身总成、悬架系统、空调装置、制动系统工作原理及典型部件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

课题五 汽车转向系统

1、 汽车的四轮定位。



2、 汽车转向系统综述。

3、 转向传动机构。

4、 操纵机构和转向器。

5、 汽车的动力转向装置。

教学要求：重点介绍汽车四轮定位的方法要求，转向器和操纵机构的构造原理，动力转向装置的

构造原理和组成。

课题六   汽车主要使用性能

1、 汽车的动力性。

2、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

3、 汽车的制动性能。

4、 汽车的操纵稳定性。

5、 汽车行驶的平顺性。

6、 汽车的通过性。

教学要求：重点介绍汽车主要使用性能指标的含义和评定方法。

四、实践教学

1、实验工程

序号 实 验 项 目 时间分配 实践方式

1 发动机拆装 16 现场演示、分组操作

2 汽车传动系统 10 现场教学、拆装

3 行驶与制动系 8 现场教学、动手拆装

4 汽车转向系 6 现场教学

合             计 40

2、汽车构造拆装实训 2 周，〔具体实训内容与要求见《汽车营销与效劳》实训教学大纲〕

3、主要实验仪器设备清单

1、汽车发动机四台，电喷发动机两台。

2、汽车整车四辆。

3、变速器两台。

4、驱动桥两台。

5、转向器两台。

五、大纲使用说明

1、 本大纲根据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04 级《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教学方案》编写。

2、 本课程实训技能要求较高，在执行大纲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理论与实训课时。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高职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

学 时 数：56

一、课程的性质、任务与要求

课程的性质是：《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是汽车营销与效劳专业的专业课，是以汽车构造、电

工与电子学为根底的一门专业课。   



 本课程的任务是：以国内、国外常用汽车的电气设备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教学、实验课等

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汽车电器与常见电子控制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使用维修、检测调试、故障诊

断与排除等根底知识和根本技能，并及时介绍国内外汽车电器的新技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和实际动手的能力，以便将来能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本课程教学应到达的要求：牢固掌握汽车电源系、起动系、点火系、照明信号、仪表、报警

系统、空调系统及辅助电器设备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各总成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掌握各系统的正确使用、

维护、维修及常见故障诊断的根本技能；掌握汽车电器元件在标准化简图中的表示方法、汽车电器总线

路的组成规律、接线方法；能熟练地看懂汽车电路图。对于电脑控制系统，重点掌握电脑控制原理、主

要传感器、执行器的检测方法，电控系统的使用考前须知，电控系统常见故障诊断、维修及电控系统检

测仪器的使用方法。

二、课题及课时分配

课时分配
序号 课程内容 总课时

讲授 实验教学

1 绪论 2 2  

2 电源系 6 4 2

3 起动系 4 4 2

4 点火系 6 4 2

5 照明、信号、仪表、警报系统 6 6

6 辅助电气设备 4 4

7 普通车型全车电路 4 2 2

电子仪表与综合信息显示系统 6 6

汽车电控平安系统 6 4 2
8

电

子

控

制
汽车通信与智能化控制系统 6 6

  机动 4    

 总计 56 42 10

三、课程教学内容和要求

1．绪论

介绍本课程的性质、内容、任务、开展趋势；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与分类；汽车电器设备的

特点；

2、电源系

蓄电池的结构、型号及常见故障；发电机的结构、工作原理；电子调节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发电机的

拆装及性能测试，调节器的性能测试；充电系的故障诊断及排除。

重点：发电机及电子调节器的性能测试；整体式发电机的拆装；充电系故障诊断及排除。

3、起动系

起动系的组成，汽车发动机对起动机的要求；直流串激式电动机、电磁操纵强制啮合式起动机、移动电

枢式起动机、减速起动机的工作原理、起动复合继电器及起动系电路、起动机及起动继电器的检查、试

验、维护。

重点：直流串激式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特性、电磁操纵强制啮合式起动机的工作原理、起动继电器及起

动电路分析、起动系故障诊断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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