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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专业一体化课程规范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汽车维修 

（二）专业编码 

中级：0403-4 

高级：0403-3 

（三）学习年限 

中级：初中起点 3 年，高中起点 2 年； 

高级：初中起点 5 年，高中起点 3 年，取得中级职业资

格人员 2 年 

（四）能力目标 

中级工职业能力：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

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获取新

知识、新技能的意识和能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

熟知汽车维修与检测的各项法规和条例，遵守汽车维修的作

业规范和流程，具有安全生产意识，重视环境保护，并能解

决一般性专业问题。同时具有下列专业能力： 

1．能开展汽车维修接待。 

2．能识别和选用常用汽车运行材料。 

3．能判断常见系统单项运行性故障。 

4．能执行汽车安全性能检测的程序、项目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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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进行单工位维修作业。 

6．能实施汽车发动机和底盘一、二级维护及汽车零件修

理作业。 

 

高级工职业能力：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

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获取新

知识、新技能的意识和能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

熟知汽车维修与检测的各项法规和条例，遵守汽车维修的作

业规范和流程，具有安全生产意识，重视环境保护，并具有

独立解决非常规问题的基本能力；能指导他人进行工作或协

助培训一般操作人员。同时具有下列专业能力： 

1．能诊断、排除汽车综合故障。 

2．能执行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的程序、项目和技术要求及

调试方法。 

3．能进行多工位维修作业。 

4．能组织实施汽车一、二级维护作业。 

5．能进行过程检验与竣工验收。 

 

（五）职业资格 

汽车修理工（中级） 

汽车修理工（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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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安排 

汽车维修专业的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等。具体课程安排如下所

示：（实施性教学课程安排） 

（一）课程结构 
 

 

培养

目标

层级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周课时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共文化课程 

 

1 德育（1） 36 2        
 

 

 

 

 

 

 

顶 

2 德育（2） 36  2       

3 德育（3） 36   2      

4 心理健康 36    2     

5 公共关系与礼仪 36     2    

6 音乐 36 1 1       

7 计算机应用基础 72 4        

8 体育 288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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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级） 

高 

 

 

 

级 

 

 

 

 

 

技 

 

 

 

 

 

9 语文 144 2 2 2 2      

岗 

 

实 

 

习 

 

 

 

 

 

 

 

 

 

 

 

 

 

 

 

顶 

 

岗 

 

10 数学 72 2 2       

11 英语 72 2 2       

12           

13           

14           

专业 

课程 

 

 

 

 

专 业

基 础

课程 

 

1 汽车机械制图 162 5 4       

2 汽车机械基础 72 4        

3 汽车文化 72 4        

4 
钳工与焊工技能训

练 
108  4 2      

5 电工基础 54  3       

专 业

核 心

课程 

 

6 汽车材料 36  2       

7 汽车构造 144  4 4      

8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

维修 
144   4 4     

9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

修 
144    4 4    

10 汽车电气设备 14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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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11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

统检测与维修 
216    6 6    

实 

 

习 

 

 

 

 

 

 

 

 

 

 

12 汽车维护 72    4     

13 
汽车故障诊断与排

除 
108     6    

14 
汽车自动变速构造

与维修 
108      6   

15 
汽车底盘电控系统

检测与维修 
216      6 6  

 

 

16 汽车性能与检测 144       8  

 17 汽车涂装 72        4 

 18 汽车空调 54        3 

 19 
桑塔纳系轿车修理

技能训练 
90        5 

  

专 业

拓 展

课程 

20 
汽车修理工中级考

证培训 
72   4      

21 
汽车修理工高级考

证培训 
108      6   

22 汽车维修企业管理 72   4      

23 二手车评估 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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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汽车车身修复 108       6  

25 汽车保险与理赔 72      4   

26 汽车新能源技术 108       6  

27 汽车装饰与美容 72      4   

28 
混合动力汽车构造

与维修 
108        6 

29 汽车驾驶技术 72        4 

  30 
汽车配件管理与营

销 
72        4 

综合素 

质课程 

1 企业管理          

2 汽车营销 72     4    

合计课时： 4032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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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中分解传统的《汽车运行材料》、《电工基础》、《机械基础》等专业

基础课的知识到专业核心课程中。对于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并不是简单的舍弃，

而是依照工作过程要求，按照够用、适用的原则，对内容进行解构和重构，将其

整合到各课程与学习单元中，使其教学内容更加综合化、教学设计更加系统化、

教学实施更加真实岗位化。 

将阶段实习列入课程体系，每学期都开设 3-4周的阶段实习，制定阶段实习

课程标准，确保每次阶段实习的内容都与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及进度保持一

致，实现校企轮训，工学交替。 

专业按工作过程系统化开发的课程，因强调工作流程的完整性，而使某些基

础性技能训练不扎实。针对这个问题，专业在对企业维修项目进行大量调研分析

的基础上，将实际岗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技能提炼出来，如部件拆装、万用表的

使用、更换机油机滤等，形成汽车维修专业学生必备技能一览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汽车维修专业学生必备技能一览表 

序号 

1 汽车整车维

护与保养 

2 汽车发

动机 

3 汽车电

气系统 

4 汽车底盘

系统 

5 汽车发动

机控制系统

的诊断与维

修  

6 汽车综合故

障诊断与排

除 

1 

1.1 环 车 检

查、车身防护  

2.1螺栓螺

母拆装训

练  

3.1 万 用

表使用的

强化训练 

4.1 更换离

合器总成 

5.1 清洗发

动机进气道 

6.1 就车诊断

与排除发动

机不能启动

故障 

2 

1.2车辆举升 2.2手工制

作螺母 

3.2 万 用

表检测开

关及用电

设备 

4.2 更换自

动变速器油 

5.2 清洗喷

油嘴 

6.2 就车诊断

与排除发电

机不工作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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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起动汽车 2.3压力测

试发动机

冷却系统

渗漏 

3.3 继 电

器的检测 

4.3 更换半

轴球笼及防

尘罩 

5.3 清洗节

气门阀体 

6.3 就车诊断

与排除空调

不制冷故障 

4 

1.4 检查全车

灯光是否齐

全、检查门控

灯开关 

2.4 更 换

冷却液 

3.4 拆 装

更换前照

灯灯泡和

倒车灯灯

泡 

4.4 更换后

轮轴承及油

封 

5.4 燃油系

统压力检测 

6.4 就车诊断

与排除 ABS故

障灯亮故障 

5 

1.5 解码器读

取故障码 

2.5 检 测

气缸压力 

3.5 拆 装

更换检测

轿车倒车

灯开关与

刹车灯开

关 

4.5 更换前

部减震器 

5.5 检测电

动燃油泵及

其电路故障 

6.5 就车诊断

与排除灯光

系统故障 

6 

1.6 更 换 机

油、机滤 

2.6 拆装/

更换气缸

盖总成 

3.6 拆装/

更换蓄电

池（蓄电池

测试议） 

4.6 四轮定

位 

5.6 检测曲

轴位臵（发

动机转速）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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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检查紧固

底盘各部螺

栓 

2.7 测 量

气缸 

3.7 拆 装

更换发电

机总成 

4.7 更换转

向拉杆球头 

  

8 

1.8汽车 7500

㎞保养 

2.8 更 换

发动机上

常用油封

（曲轴前

后、凸轮

轴） 

3.8 汽 车

发电机故

障诊断 

4.8 更换后

轮制动鼓及

制动片 

  

9 

1.9 保养灯归

零 

2.9 检 查

拆装/更换

发动机全

部皮带 

3.9 拆 装

更换起动

机 

4.9 更换制

动液（含

AB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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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0 拆装/更

换轮胎 

2.10 喷油

器的拆装

与喷油压

力检测 

3.10 汽车

灯光电路

的连接与

检测 

4.11更换前

轮制动盘及

制动片 

  

11 

 2.11 机油

泵的拆装

与检查 

3.11 前雾

灯故障（不

亮）的诊断

和排除  

4.12检测、

更 换 后 轮

ABS传感器 

  

12 

 2.12 节温

器的拆装

与检测 

3.12 更换

雨刷片 

   

13 

  3.13 更换

玻璃升降

器 

   

14 

  3.14 汽车

电动座椅

检修 

   

15 

  3.15 汽车

电动后视

镜检修 

   

16 

  3.16 汽车

中控检修 

   

合计 

10 12 16 12 6 5 

通过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加入高频技能训练项目，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熟练掌握企业中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技能，更好地满足企业

对学生能力的要求。 

（三）课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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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专业课程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汽车维修专业课程说明 

序号 
课程名称（课时

数） 

课程 

性质 
主要教学内容 

1 
语  文 

（72） 

公共基础

课程 

语文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

公共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指导学生正确理

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注重基本技能的训

练和思维发展，加强语文实践，培养应用语文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为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服务。在职业模块使学生能正确

阅读厂家的维修手册，对自己学习的知识和技

能进行记录、总结、分析、评价和展示。最终达

到基础模块和职业模块的教学要求。 

 

2 
体育 

（144） 

公共基础

课程 

体育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

公共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树立“健康第

一”的思想，传授体育与健康的基本文化知识、

体育技能和方法，通过科学指导和安排体育锻

炼过程，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增强体能素质、

提高综合职业能力，养成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的

意识、能力与习惯，提高生活质量，为全面促进

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服务。

主要内容包括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理论）、田径

类项目（跑、跳、投）、体操类项目（支撑、攀

爬、悬垂、腾跃）、球类项目（足、篮、排）、健

身类、娱乐类、养生保健类和新兴类运动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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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育

（72） 

职业 

生涯 

规划 

（36） 

公共基础

课程 

本课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学生进行职

业生涯教育和职业理想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职业观念和职业理想，学会根据社会需要

和自身特点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以此规范和

调整自己的行为，为顺利就业、创业创造条件。 

 

职业 

道德与

法律 

（36） 

本课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学生进

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

素质和法律素质，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4 
计算机应用基础 

（36） 

公共基础

课程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

生掌握必备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机解决工作与生活中实

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具有应用计算机学

习的能力，为其职业生涯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

基础；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使学生了解并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信息首先及信息安全准则，培养

学生成为信息社会的合格公民。主要包括计算

机基础知识、操作系统的使用、因特网

（Internet）应用、文字处理软件应用、电子表

格处理软件应用、多媒体软件应用、演示文稿软

件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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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钳工基础（108） 
专业 

基础课 

钳工工量具识别与使用、划线、錾削训练、

锯削训练、锉削训练、钻孔训练、攻丝、套螺纹

训练 

6 机械制图（72） 
专业 

基础课 

CAD 绘图，机械识图，手工制图 

 

7 电子电工（108） 
专业 

基础课 

直流电路、交流电路、常用电工仪表的使

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及功用，汽车常用电子电

路常识，电子电路手工焊接训练，电磁学基础。 

8 汽车构造（180） 
专业 

基础课 

发动机认识、底盘认识、电气设备认识、汽

车外观认识、汽车内饰认识、汽车操控基础 

9 
汽车综合基础

（72） 

专业 

基础课 

汽车文化（包括汽车的诞生与发展、汽车外

形和色彩、著名汽车品牌赏鉴、汽车名人、汽车

赛事等），汽车概论（汽车的定义、汽车分类、

汽车现代科技、汽车未来发展等）。 

10 汽车底盘（432） 
专业核心

课程 

汽车底盘安全教育、离合器、手动变速器和

分动器、自动变速器、万向传动装置、驱动桥、

悬架与车架、车轮与轮胎、车桥与四轮定位的检

测、转向操纵机构、机械转向器、助力转向器、

转向传动机构、车轮制动器和驻车制动器、真空

助力器、液压制动传动机构、气压制动传动机

构、ABS 制动防抱死系统 

11 
汽车发动机

（432） 

专业核心

课程 

汽车发动机安全教育、发动机的总体认识、

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与检修、配气机构的拆装

与检修、电控汽油机燃油系统的检测、柴油机燃

油系统的检修、润滑系统的拆装与检测、发动机

冷却系统的拆装、发动机进排气系统及其排放

进化装置、电控发动机原理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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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汽车电气（468） 
专业核心

课程 

汽车电气安全教育、蓄电池、发电机的拆装

与检测、启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与信号系

统、汽车仪表与报警系统、汽车辅助电气、汽车

空调系统 

13 

汽车整车维护与保

养（432） 

（含高级工鉴定） 

专业课程 

汽车整车维护与保养安全教育、整车结构

认识与汽车维护基础知识、汽车底盘系统的维

护与保养、汽车电气设备的维护与保养、汽车发

动机维护与保养、 

14 
汽车营销 

（72） 

专业拓展 

课程 

汽车营销概论、汽车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

分析、汽车营销技术实务、二手车评估和市场营

销、汽车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汽车保险与汽车

按揭等 

15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与排除（540） 

（含汽车新技术、

驾驶技术） 

专业拓展 

课程 

汽车实训台的使用、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

与排除、汽车底盘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电气故

障诊断与排除、汽车空调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排

除、整车网络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新技术、汽

车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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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标准 

（一）汽车发动机检修 

课程名称：汽车发动机检修 

教学时间安排： 参照计划 

对典型工作任务的描述 

根据汽车维修前台接待所提供的维修工单，维修人员对车进行基本检查和初步诊断，

制定检修计划并在规定工时内以经济的方式按照企业维修作业标准完成待修车辆发动机

的维护、小修或大修工作，并能在发动机检查、维修过程中发现维修工单上未记录而应该

进行的维修顶目。汽车发动机的维护及小修项目为就车修理，一般在举升机工位上进行；

汽车发动机大修项目为总成修复，在举升机工位及发动机总成大修间完成。维修人员以小

组合作或独立工作方式，使用通用工具、发动机机械维修专用工具、设备和汽车维修资料

等，按照技术规范对发动机进行维护或对发动机故障进行诊断和修复。记录已完成的工

作，自觉保持安全作业，遵守“6S”工作要求。 

学习目标 

学生以独立或小组合作的形式，在教师指导下或借助汽车维修手册等资料，制定发动

机机械系统的维护、故障诊断和修理作业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计划、实施、检查

并进行评价反馈。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使用工具、设备、燃料和材料等要符合劳动安全

和环境保护规定，对已完成的任务进行记录、存档和评价反馈。 

学习完本课程后，学生应当能够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维护、诊断和修理作业，包

括：①发动机的维护；②检修发动机异响的故障；③检修发动机动力不足的机械故障；④

检修发动机水温过高的故障；⑤检修发动机机油压力报警灯亮的故障。 

工作与学习内容 

工作对象 

① 接 收 前

台 接 待 所 提 供

的维修工单； 

② 待 维 修

车辆； 

③ 维 修 材

料、配件、及专

用 工 量 具 的 领

用； 

④ 维 修 资

料 的 查 阅 与 应

用； 

⑤ 待 修 车

辆 的 发 动 机 检

工具 

① 汽 车 维 修 手 册

（ 发 动 机 机 械 维 修 部

分）； 

②汽车维修通用工

具、汽车发动机维修专

用工具、量具及检测设

备； 

③汽车举升机； 

④维修质量检验标

准； 

⑤安全操作规程。 

 

工作方法 

①与前台接待或车

工作要求 

①组员之间、组员与前台接待及车间主

任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 

②制定经济的、合理的维修计划，满足顾

客对维修质量和维修时间的要求； 

③能熟练、规范地进行检测、拆装、调整

和维修等操作； 

④详细、规范、及时地填写维修记录文件

并存档； 

⑤参与 QC 活动，评价和反馈本次修理

工作经验； 

⑥自觉保持安全作业及 6S 的工作要求； 

⑦遵守操作规程与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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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维护、修复

与更换； 

⑥ 增 加 维

修项目的申报； 

⑦ 维 修 质

量检验； 

⑧ 需 完 成

的 维 修 合 同 或

维修工单； 

⑨ 执 行 安

全 操 作 规 程 和

6S 管理制度。 

间主任就车辆维修工单

进行沟通与记录； 

②制定完成维修工

单 作 业 项 目 的 工 作 计

划，确定必要的专用工

量具和检测设备； 

③检查、诊断、修复

和更换，向前台接待或

车间主任反映需要增加

的维修项目； 

④确定需要的维修

材料、汽车配件的型号

及数量； 

⑤填写维修作业工

单； 

⑥自检、互检或质

检员检验维修质量。 

 

劳动组织方式 

①前台接待或车间

主任向各维修小组安排

维修任务； 

②确定作业项目后

到材料及备件仓库领取

材料及配件； 

③以独立或合作形

式完成维修任务； 

④完工自检后视情

况将车交质检员或车间

主任检验； 

⑤质检完毕将车交

由前台接待与客户进行

交车； 

⑥返修工作一般由

原任务接受人进行。 

课业名称/学习情境 

①发动机的维护；②发动机异响的故障检修；③发动机动力不足的机械故障检修；④

发动机水温过高的故障检修；⑤发动机机油压力报警灯亮的故障检修； 

学习组织形式与方法 

大部分学习任务的“信息收集与处理”阶段采用正面课堂教学，部分采用独立学习；

多数“计划与实施”阶段采用小组学习，明确小组负责人并定期更换。小组负责人的职责

类似于企业机电维修组组长的职责，负责组内基层管理、组织分工、工具设备和学习资料

管理工作等。实训场地设有工具设备间和维修材料及配件间，在学习过程中尽可能设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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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致的工作环境、工作步骤和要求。教学过程中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讲

解，并进行引导、监督、评估。教师应提前准备好各种学习资料、任务工单、教学课件，

并准备好教学场地和设备； 

学业评价建议 

①学习与工作的态度、工作习惯、工作安全、车间工作“6S”的管理等，需要结合在

评价过程之中；②不同的工作任务可考虑有不同的评价侧重，过程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

价所占比例不超过 40%；③采用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以

学生自我评价为主；④在职业能力评价时注重专业能力（知识与技能）和关键能力内容的

整合； 

（二）汽车底盘检修 

课程名称：汽车底盘检修 

教学时间安排: 参照计划 

对典型工作任务的描述 

根据前台接车人员所提供的维修工单，在汽车底盘维修工位上，维修人员以经济的方

式按企业要求对待修车辆的底盘进行检查与维护工作，正确选择仪器和工具进行检测、诊

断并进行就车维修或更换故障部件，能正确对汽车底盘各总成进行拆卸及解体维修，在工

作过程中发现并向接车人员反馈未记录而应该维修的顶目。汽车底盘维修一般在举升器

工位进行，采用独立或小组合作的工作形式，使用通用工具、底盘检修专用工具、设备和

汽车维修资料等，按照技术规范对底盘机械进行维护或对底盘机械故障进行诊断和修复。

记录已完成的工作，保持安全作业，遵守“6S”的工作要求。 

学习目标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查阅维修资料，以独立或小组合作的方式，制订汽车

底盘机械系统的维护、故障诊断和修理作业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述计划、实施、

检查并进行评价反馈。在实施的过程中，使用工具、设备、材料等要符合劳动安全和环境

保护规定，对已完成的任务进行记录、存档和评价反馈。 

学习完本课程后，学生应当能够： 

1、叙述汽车底盘各组成部分的的作用、类型、组成和工作原理； 

2、根据故障现象并结合维修资料，分析底盘各组成部分发生故障的原因； 

3、会运用所学知识，制定排除故障的计划和故障诊断流程； 

4、根据所制定的计划，完成离合器故障的排除； 

5、能正确使用常用工具以及其它维修设备，实施维修作业； 

6、在学习或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 6S 现场管理及操作规范，能与其他学员团结协作，

共同处理工作或学习过程中的一般问题； 

7、结合实际，为顾客提出正确使用汽车底盘的建议。 

工作与学习内容 

工 作 对

象 

1、需完

成的维修合

同或维修工

工具 

1、故障车手册、维修手册（汽车底盘维修

部分）等资料； 

2、汽车维修常用工具、汽车底盘维修专用

工具及检测设备、汽车举升机； 

工作要求 

1、维修组员之间的

默契配合和与完成任务

所涉及的其他部门相关

人员之间进行熟练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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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2、维修

接待员、车

间主任和质

检员； 

3、维修

需要的工量

具、材料及

数量的确定

与领用； 

4、维修

手册的查阅

和应用； 

5、待维

修车辆； 

6、维修

后处理的废

件； 

7、维修

后反映需要

增加的维修

项目； 

8、填写

的 作 业 清

单。 

3、维修质量检验标准。 

工作方法 

1、与接车员或维修主管对车辆维修清单

内容进行沟通并记录下来； 

2、制定完成维修清单作业项目的工作计

划、确定必要的专用工具和诊断设备； 

3、确定需要的维修材料的型号及数量； 

4、实施计划，向接车人员或维修主管反馈

未记录而应该维修的顶目增项； 

5、填写维修作业清单； 

6、自检、互检或质检员检验维修质量。 

劳动组织方式 

采用角色扮演和小组形式 

1、接车员或调度员向各维修小组安排维

修任务； 

2、各维修小组检查后向仓库领取材料； 

3、以独立或合作形式完成维修任务； 

4、自检； 

5、送质检员或维修主管验收； 

6、返修工作一般由原维修小组进行 

7、接车员交车给顾客。 

业沟通； 

2、从经济、安全、环

保，满足顾客对汽车维修

的经济性、维修质量和时

间的需求角度来确定维

护作业计划； 

3、具有成本意识的

维修工作； 

4、维修作业符合企

业标准规范； 

5、对已完成的工作

进行记录存档，评价和反

馈； 

6、自觉保持安全作

业及遵守 6S 的工作要求。 

课业/学习情境 

① 汽车底盘外观检查 

② 离合器打滑的检修 

③ 变速器异响的检修 

④ 万向传动装置异响的检修 

⑤ 驱动桥异响的检修 

⑥ 汽车行驶跑偏的检修 

⑦ 转向沉重的检修 

⑧ 制动失效的检修 

学习组织形式与方法： 

按工作过程系统化项目教学和任务驱动组织教学，以解决维修案例为主线，将汽车

底盘的结构、工作原理、故障诊断与检修方法等渗透到各项目或任务中，以完成任务展

开学习，边学边做任务。通过项目训练，培养学生“从故障入手—分析故障—制订维修

方案—实施检修作业—维修质量检验”等企业工作或学习的过程能力，实现做中学，学

中做的一体化教学核心思想。要求全面实施任务驱动式的项目教学法。同时，建议创建

汽车底盘工作站，模拟企业工作环境，从具体车辆典型故障案例入手，按维修接待——

收集信息——制定维修计划——实施维修作业——维修质量检查与评估等六个环节实

施项目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要求体现教师引导、学生训练为主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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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活动行动导向教学法），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全过程渗透职业核心能力训

练。同时还潜移默化了问题解决方法，培养学生工作过程能力。 

学业评价建议： 

1、关注个体差异，注意表现性与发展性评价；2、加强各学习环节的考核，可以借鉴

企业对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评价方式；3、学生以自评为主，互评为辅，教师在评价中起

引导作用。 

（三）汽车电气检修 

课程名称：汽车电气检修 

教学时间安排：参照计划 

对典型工作任务的描述 

根据前台接车人员的工作清单，在规定时间内，维修人员按要求对待修车辆电路系统

设备进行的检查与维护、故障诊断与维修，并能在检查、诊断过程中发现维修清单上未记

录而应该维修的顶目。汽车电路系统的检测与维修一般在汽车维护区上进行，以小组合作

或独立工作方式，以常用检测仪器或专用检测设备对汽车电路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对单个

控制开关装置、连接器、电设备及相应的电路进行静态与动态检测、修复、更换。记录已

完成的工作，自觉保持安全作业，遵守 6S 工作要求。 

学习目标 

    在教师指导或借助维修手册资料，学生独立或小组合作的形式分析故障现象，制

订汽车电气系统的维护、故障诊断和修理作业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划，实施检查并

进行反馈。在实施计划过程中一定要有安全和环保意识，完成任务时要进行记录和评价反

馈。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后，学生能够合作或独立地进行充电系统、启动系统、传统点火系

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电动刮水器系统、中控门锁与防盗系统的维护、故障诊断与排

除作业，主要包括： 

1. 检修充电指示指示灯不熄灭的故障 

2. 检修汽车启动机不转的故障 

3. 检修的汽车高压不跳火的故障 

4. 检修汽车前照灯不亮的故障 

5. 检修汽车转向信号灯不亮的故障 

6. 检修汽车雨刮器不工作的故障 

7. 检修汽车中控门锁失灵的故障 

工作与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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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象 

1. 接收前台接待所提

供的维修工单； 

2. 待维修车辆； 

3. 维修材料、配件、及

专用工量具的领用； 

4. 维修资料的查阅与

应用； 

5. 待修车辆的检查、

维护、修复与更换； 

6. 增加维修项目的申

报； 

7. 维修质量检验； 

8. 需完成的维修合同

或维修工单； 

9. 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和 6S 管理制度。 

劳动组织方式 

1. 前台接待或车间主

任向各维修小组安排维修任

务； 

2. 确定作业项目后到

材料及备件仓库领取材料及

配件； 

3. 以独立或合作形式

完成维修任务； 

4. 完工自检后视情况

将车交质检员或车间主任检

验； 

5. 质检完毕将车交由

前台接待与客户进行交车； 

6. 返修工作一般由原

任务接受人进行。 

工具 

1. 汽 车 维 修 手 册

（电路图部分）； 

2. 汽车维修通用工

具、汽车电路维修专用工

具、量具及检测设备； 

3. 汽车举升机； 

4. 维修质量检验标

准； 

5. 安全操作规程。 

 

工作方法 

1. 与前台接待或车

间主任就车辆维修工单进

行沟通与记录； 

2. 制定完成维修工

单作业项目的工作计划，

确定必要的专用工量具和

检测设备； 

3. 检查、诊断、修复

和更换，向前台接待或车

间主任反映需要增加的维

修项目； 

4. 确定需要的维修

材料、汽车配件的型号及

数量； 

5. 填写维修作业工

单； 

6. 自检、互检或质

检员检验维修质量。 

工作要求 

1. 组 员

之间、组员与前

台 接 待 及 车 间

主 任 之 间 应 进

行充分的沟通； 

2. 制 定

经济的、合理的

维修计划，满足

顾 客 对 维 修 质

量 和 维 修 时 间

的要求； 

3. 能 熟

练、规范地进行

检测、拆装、调

整 和 维 修 等 操

作； 

4. 详细、

规范、及时地填

写 维 修 记 录 文

件并存档； 

5. 参 与

QC 活动，评价

和 反 馈 本 次 修

理工作经验； 

6. 自 觉

保 持 安 全 作 业

及 6S 的工作要

求； 

7. 遵 守

操 作 规 程 与 劳

动纪律。 

课业/学习情境 

1. 汽车充电指示指示灯不熄灭故障的检修； 

2. 汽车无法启动的故障的检修； 

3. 汽车高压不跳火的故障的检修； 

4. 汽车前照灯不亮的检测与修复； 

5. 汽车转向信号灯不亮的检修与修复； 

6. 汽车雨刮器不工作故障的检修； 

7. 汽车中控门锁失灵故障的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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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组织形式与方法： 

大部分学习任务的“信息收集与处理”阶段采用正面课堂教学，部分采用独立学习；

多数“计划与实施”阶段采用小组学习，明确小组负责人并定期更换。小组负责人的职责

类似于企业机电维修组组长的职责，负责组内基层管理、组织分工、工具设备和学习资料

管理工作等。实训场地设有工具设备间和维修材料及配件间，在学习过程中尽可能设置与

企业一致的工作环境、工作步骤和要求。教学过程中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讲

解，并进行引导、监督、评估。教师应提前准备好各种学习资料、任务工单、教学课件，

并准备好教学场地和设备。 

学业评价建议： 

1.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2. 加强学习过程考核； 

3. 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4. 专业教师要深入企业实践。 

 

（四）电控底盘检修 

 

课程名称：   电控底盘检修 

教学时间安排：参照计划 

对典型工作任务的描述 

根据汽车维修接车员所提供的维修工单，维修人员对车进行基本检查和初步诊断，

制定检修计划并在规定工时内以经济的方式按照企业维修作业标准完成待修车辆底盘

系统的检修，并能在检查、维修过程中发现维修工单上未记录而应该进行的维修顶目。

汽车电控底盘的检修，一般在举升机工位上进行，维修人员以小组合作或独立工作方式，

使用通用工具、专用工具、设备和汽车维修资料等，按照技术规范对电控底盘系统进行

维护、诊断和修复，记录已完成的工作，自觉保持安全作业，遵守“6S”工作要求。 

学习目标 

学生以独立或小组合作的方式，通过老师的指导或查阅相关维修技术资料，制定电

控底盘的维护、常见故障检测和排除作业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述计划并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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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及 6S 管理要求，正确使用工、量具及检

测设备。具备良好的交流合作能力，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存档、反馈。 

本课程学完后，学生能对底盘电控系统引起的常见故障进行维护、检测和排除作业，

包括：1、检修制动防抱死系统故障灯亮的故障 2、检修安全气囊系统故障灯亮的故障 3、

检修巡航系统失效的故障 4、检修电控悬架工作失常的故障 5、检修电子控制动力转向

系统转向沉重的故障 

工作与学习内容 

工作对象 

1、完成维修合

同 或 维 修

清单； 

2、维修资料的

查阅与应用； 

3、维修材料、

配 件 及 专

用 工 量 具

的领用； 

4、待修车辆的

底 盘 电 控

系 统 的 检

查、维护、

修 复 与 更

工具 

1、维修资料、维修清单 

2、汽车电控底盘维修通用工量具、

举升机； 

3、通用或专用检测仪； 

4、维修质量检验标准。 

工作方法 

1、与接车员或主管对维修车辆及维

修清单进行充分沟通； 

2、制定完成维修清单的工作计划、

确定必要的工量具； 

3、检查、诊断、修复、更换，反映

需要增加的维修项目； 

4、确定需要的维修材料及数量； 

5、填写作业清单。 

工作要求 

1、组员之间、组员与接车员及

主管应充分沟通； 

2、制定经济的、合理的维修计

划、保证维修质量； 

3、规范进行检测与维修 

4、对完成的工作进行记录； 

5、保证安全生产； 

6、执行安全操作规程、6S 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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