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专业类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中的专业类代码（四位数字）。 

2.以课程团队名义申报的，课程负责人为课程团队牵头

人；以个人名义申报的，课程负责人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团

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5 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 

3.申报课程名称、所有团队主要成员须与教务系统中已

完成的学期一致，并须截图上传教务系统中课程开设信息。 

4.文中○为单选；□可多选。 

5.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6.具有防伪标识的申报书及申报材料由推荐单位打印留

存备查，国家级评审以网络提交的电子版为准。 

7.涉密课程或不能公开个人信息的涉密人员不得参与申

报。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汽车构造 是否曾被推荐 ○是 ●否 

课程负责人                       王 鑫  

负责人所在单位                 西安航空学院 车辆工程学院 

课程编码+选课编码 

（教务系统中的编码） 

课程编码：B0710830 

选课编码：B0710830.01、B0710830.02 

课程分类 

○通识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创业教育课 ■教师教育课■实

验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2018级 

面向专业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学    时 80学时 

学    分 5学分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汽车机械设计基础  电工电子学  车辆工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名称 汽车理论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汽车设计 

主要教材 

教材名称：汽车构造（理实一体化专用教材） 

ISBN：9787302520214 

作者：张耀虎 王鑫 郑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5月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19年 9月 2日-2019年 12月 12日汽车构造 B王鑫 

 

 

 

2020年9月7日—2020年12月11日汽车构造B 王鑫 

 

 

 

最近两期学生人数 317人 

注：2020 年春季学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授课的，如符合教

改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可视为完成一个教学周期；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

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总人数限 5人之内）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授课任务 

1 王鑫 
1984

年9月 

西安航空

学院 

教研

室主

任 

副教

授 

135719493

82 

power0913

@126.com 

课程建设

及规划 

2 郑颖 
1984

年4月 

西安航空

学院 
无 

副教

授 

135720478

24 

279532015

@qq.com 

MOOC课程

建设 

3 
杨亚

萍 

1972

年6月 

西安航空

学院 
院长 教授 

132598720

03 

y_yp1996@

qq.com 

MOOC课程

建设 

4 雷蕾 
1986

年3月 

西安航空

学院 
无 

工程

师 

177957127

83 

530157604

@qq.com 
课程教学 

5 
袁小

慧 

1989

年 10

月 

西安航空

学院 
无 讲师 

158299058

40 

112925358

6@qq.com 
课程教学 

课程负责人和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教学情况（500字以内） 

本人近五年主要承担车辆工程专业“汽车构造 B”、“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汽车制造企业管理”等多门专业课程，其中承担了 7届本科“汽车构造”课程

教学任务，累计讲授 600多学时，授课学生 500 余人。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

学效果良好，受到学生一致好评。 

近五年主持了“汽车构造课程改革”、“双向制应用型人才校企联合培养创新

实验区”和“车辆工程一流专业”三项质量工程项目，并均已结题。并在 2019

年以汽车构造课程改革教学成果为基础，申报了“应用型本科工程应用类课程多

维度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现”校级教学成果奖，并获得特等奖一项。依托“汽车

构造”课程改革教学成果，主编了汽车构造课程配套教材，并在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校汽车构造课程团队以高级职称为主，年龄结构合理，并都获得我校双师

双能教师认证。课程团队教学经验丰富，主讲教师授课经验均在 10 年以上。课

程团队在近五年成果显著，其中团队成员杨亚萍教师在 2020 年获得陕西省教学

名师，郑颖及袁小慧教师依托课程成果在陕西省第三届教师微课竞赛中获得三等

奖和优秀奖各一项。 

三、课程目标（300 字以内） 

西安航空学院现有汽车类专业立足于陕西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国家级产业

基地，面向车辆制造及汽车测试等关键领域，以培养学生具备一定工程应用能力

和创新意识，能够解决一定复杂工程应用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汽车

构造是汽车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课程包含的知识既是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知

识，又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知识，通过学习本课程应能达到以下目标： 



1）知识目标：能够准确表达汽车主要部件的名称及功用，理解汽车主要系

统的工作原理； 

2）技能目标：能够熟练应用测量工具完成汽车主要部件的参数测量，并能

够熟练运用拆装工具完成汽车结构部件的拆装； 

3）素质目标：具有汽车行业的标准意识、操作规范意识和质量管理意识。 

四、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2000 字以内） 

1)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 

汽车构造是车辆工程学院汽车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课程开设于 2009年，

并在 2016 年通过理论-实践-虚拟仿真教学（后文简略为“理实虚”）一体化课

程改革作为试点进行授课。课程通过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评价方法进行改

革，现已成为校级一流课程及理实虚一体化模范课程，该课程发展历程如下： 

     

2）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汽车构造课程核心培养目标是掌握汽车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具备汽车主

要部件结构拆装及参数测量实践能力。该课程特点是教学内容信息量大、内容

较为抽象、实践环节较多，因此围绕培养目标和课程特点，课程需要解决的重

点问题是： 

（1）理论与实践知识培养存在一定割裂，传统汽车构造课程教学通常采用

课堂理论讲解为主，并辅助实践认识及实习操作环节。由于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

相互脱离，学生在课程实践操作过程中，难以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

制约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 

（2）缺乏实践及过程性考核评价机制，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考核内容主要以

理论知识为主，考核方式大多采用试卷考核。由于考核内容单一，致使学生在课

程学习过程中更多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忽略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同时单一的期末

试卷考核方式难以使学生重视日常的课程预习与复习环节，并且也缺乏对学生阶



段性学习效果的检验。 

（3）学生获取知识途径来源单一，在传统汽车构造课程教学模式中，学生

只能通过教材及课堂授课获取课程相关教学知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

线上教学手段，学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课程预习以及课程重难点知识的巩

固。同时，也缺少课外师生实时互动环节，无法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良好的教

学反馈机制。 

3）课程建设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情况 

汽车构造课程改革建设主要以理实虚一体化教学为特色，以课程考核方式改

革为创新，以线上线下教学结合为手段，构建一种多维度课程教学体系，课程建

设内容如下： 

（1）课程教学内容修订与设计，针对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将课程知识

结构由理论型的向工程应用型进行转变，构建以实际工程应用为背景的任务驱动

模块式教学，为课程教学框架奠定基础； 

（2）课程教学方法的设计与教学环境的配套，针对学生学习自主性不高的

问题，课程以工程教育 OBE理念为核心，建立能力导向的教学方法，通过实现理

实结合与虚实结合的教学环境，为课程教学质量保障提供了支撑； 

（3）全方位课程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针对传统课程考核方式单一和缺乏

实践能力和教学过程考核的问题，课程考核改革以评价学生应用能力为考核核

心，增加实践能力考核和线上、线下教学过程性考核，提升学生对实践应用能力

和日常学习的重视。 

 



经过 12年的建设，课程以理实虚教学理念为基础，现已形成完善的课程配

套教学资源，其主要包括教学大纲、课程教案、教学课件、课程教材、理实虚一

体化教室、线上教学资源、虚拟仿真教学模块、随堂考核题库、实践考核题库。 

从课程应用来看，课程教学成果已被学校作为理实虚课程改革范例进行推

广，我院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和新能源汽车课程已成功采用该成果完成了课程

改革；在教学资源应用上，课程团队主编的《汽车构造》教材现已被重庆机电

职业技术大学、黔南职院等 6 所高校采用。在线上教学资源应用上，配套的 MOOC

资源已连续开课 5 期，除本校学生学习外，西南交通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 32

所高校也选修了该课程进行学习，收益学生达到了近 6000 人。 

 

4）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及评价 

（1）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 

在教学内容设计上，课程根据汽车结构布置的特点和理论-实践-虚拟仿真

一体教学模式要求，设计了 10个教学模块，每个教学模块都采用了任务驱动教

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都包含了理论教学培养、实践能力培养和综合应用能力

培养三个环节。 

在教学组织实施上，每个教学模块都设计包括了课前预习、课堂讲解、随堂

测试以及课后复习四个环节。课前预习环节是通过将教学案例发布在 MOOC 教学

平台上，学生根据引入问题进行线上课程预习；课堂讲解环节是运用多媒体和现

场实物教学手段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最后通过虚拟仿真和实物操作训练，提升

学生工程应用能力；随堂测试环节是教学内容结束安排的随堂闭卷测试，可反馈

学生课堂知识掌握情况；课后复习环节是学生课后通过线上 MOOC 平台进行知识

巩固，并与老师进行互动答疑。 

 

 

 

https://www.so.com/link?m=bV0QMFAousc5ZIAL7JABCHU6tSPAPRMnZCbsa29JJcgwcZxDcOhzVIDsXM2Kyugz7I8Pq4ioXIcvxUhkEj64%2F458E%2F%2FR032x997NHixMpZbDmRRIfzwmPoGkiW3GZuI3X3aXV9vi%2FBZGokTxj0hVw2bxvfUhinywq%2BLkNXBxxtk%2Fj7CXW8NCOqYjfuvla6ZuF7nSGvDv51RbX9zvsnjFOemQyIdA40twA
https://www.so.com/link?m=bV0QMFAousc5ZIAL7JABCHU6tSPAPRMnZCbsa29JJcgwcZxDcOhzVIDsXM2Kyugz7I8Pq4ioXIcvxUhkEj64%2F458E%2F%2FR032x997NHixMpZbDmRRIfzwmPoGkiW3GZuI3X3aXV9vi%2FBZGokTxj0hVw2bxvfUhinywq%2BLkNXBxxtk%2Fj7CXW8NCOqYjfuvla6ZuF7nSGvDv51RbX9zvsnjFOemQyIdA40twA


 

（2）课程成绩评定 

课程考核评价指标主要有，期末试卷成绩占 40%；实践能力考核占 20%（包

含实践拆装能力考核 10%和实践测试及分析能力考核 10%）；过程性考核占 30%

（包含随堂闭卷测试 20%和 MOOC成绩 10%）；平时表现占 10%。 

（3）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 

课程评价：通过学校教学评价系统反馈，90%以上的学生对当前课程教学效

果比较满意，同时课程教学理念和方法也获得了学校督导和同行教师高度评价。 

改革成效：从近四届学生学习情况来看，学生的综合成绩的及格率和优秀率

有了明显的提高；学生在实践能力、理论分析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上得到了有效

提升，在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中展现了较高的综合素养，并获得了不俗的竞

赛成绩。 

五、课程特色与创新（500 字以内） 

本课程是一门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所覆盖的知识是汽车

类专业的知识基础，在课程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形成

的课程特色与创新点如下。 

1）课程特色 

（1）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课程围绕“前沿性、应用性、综合性、创新性”特点来开展教学，通过采用

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前-课堂-课后的闭环学习模式。 

（2）注重课程思政教学培养 

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培养，通过加入汽车制造大国工匠精神的培育，使学生具

备卓越工程师的基本素养，同时也介绍中国汽车工业和民族品牌的发展历史与现



状，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课程创新点 

（1）理实虚一体教学模式创新 

课程采用一种全新的理实虚一体化教学模式，能够将课程教学资源如授课教

室、教材、MOOC 视频等采用理实虚一体化教学思路进行建设和整合。较好的将

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相结合，实现了课程结构的优化与融合。 

（2）多元化课程考核指标建立 

课程的另一创新是实现课程考核的多样化和过程化。通过弱化传统期末考试

评价比重，增加课程实践应用能力考核、随堂过程性考核和线上教学考核。提高

学生对日常课堂学习及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增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六、课程建设计划（500 字以内） 

汽车构造课程改革以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根本，凸显学生解决复杂工程能

力培养为建设目标。课程改革成果虽有效改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综合

实践应用能力和课程的综合成绩，但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进一步解决： 

1）依托课程理实虚教学特色，进一步强化实践应用能力与合作企业岗位需

求能力的贴合。 

2）课程已建成完善的线上教学资源，并具备丰富的使用经验，但课程尚未

实现混合式教学模式。 

因此，课程后续 5年的建设目标如下： 

1）加强校企合作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与合作企业共同探讨课程改革思路，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摒弃并弱化行业即将淘汰及实用性较低的教学知识点，扩增新兴技术发展知识与

企业岗位能力需求知识，以实现课程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实际需求紧密贴合，以

凸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 

2）优化课程结构与教学资源实现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课程在今后 5 年内，通过重新组织教学内容，优化学时比例，将原课程中启

蒙章节和非核心知识点采用线上教学模式授课。并在后期课程建设过程中，进一

步优化课程教学资源，将 MOOC 教学平台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进行链接，

使学生通过 MOOC 教学平台完成虚拟实践操作，实现线上与线下理实虚一体的

教学模式。 

 

 

 

 



七、附件材料清单 

1.课程负责人和团队成员的 10分钟“说课”视频

见系统附件：申报材料提供“汽车构造”课程说课视频。 

2.教学设计样例说明

见申报书附件 2：“活塞连杆组”课程教学设计样例。 

3.最近一学期的教学日历

见申报书附件 3：最近一学期教学日历。 

4.最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等）

见申报书附件 4：最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等），主 

要包含： 

（1）最近一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及评分标准；

（2）随堂考核试卷案例

（3）实践测量记录表案例

（4）实践拆装考核表案例

5.最近两学期的学生成绩分布统计

见申报书附件 5：2019-2020-1和 2020-2021-1学期，车辆工程专业及汽车 

服务工程专业“汽车构造”学生成绩分布统计。 

6.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

见申报书附件 6：2020-2021-1 学期“汽车构造”课程教案。 

7.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

见申报书附件 7：2020-2021-1 学期“汽车构造”学生评教结果统计。 

8.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

见申报书附件 8：2020-2021-1 学期“汽车构造”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 

9.教学（课堂或实践）实录视频

见系统附件：申报材料提供“汽车构造”课程实录视频。 

10.课程团队成员和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意见

见申报书附件 10 

11.课程内容学术性评价意见

见申报书附件 11 

12.其他材料，不超过 2 份（选择性提供）

见申报书附件 12：包括获奖材料和汽车构造课程 MOOC 资源使用情况 

汽车构造课程 MOOC 资源网址：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07703#teachTeam 



附件 2：教学设计样例说明 

   汽车发动机活塞连杆组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汽车构造 授课内容 《汽车构造》模块三第二节 

授课时间 约 90 分钟 授课题目 汽车发动机活塞连杆组 

所属学科 机械 课程类型 专业课 

适用对象 
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

程大三本科生 
使用教具 

教学一体机、激光笔、活塞组件、

塞尺、虚拟仿真软件、发动机总成 

教学背景 

发动机活塞连杆组件教学内容是发动机机械结构模块中的教学重点，该

章节理论教学内容较为抽象，涉及的实践教学内容较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特别是对活塞的结构和活塞和连杆的运动方式难以理解，同时活塞环间隙测

量及活塞连杆组件的拆装也是汽车构造中较为重要的实践训练内容，因此该

章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对课程教学十分关键。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掌握发动机活塞连杆结构组成及各部分功用，掌握活塞连杆组件的拆装

方法，掌握活塞环间隙的概念及测量方法。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对发动机活塞连杆组件具有实物认知能力，能够识别活塞

连杆组件主要部件的名称，掌握其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 

（2）熟悉活塞连杆组件拆装工具的使用，使学生具备熟练地活塞连杆组

件拆装能力； 

（3）熟悉活塞环间隙测量内容与活塞环正常间隙数值范围，能够熟练运

用测量工具测量活塞环间隙参数。 

素质目标： 

课程通过引入生活中案例，激发学生课程学习兴趣；同时课程采用理实

一体化教学能够强化学生理论与实物的联系，提升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

的结合能力；通过引用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具备汽车行业的标准意识、

操作规范意识。 

教学重点 

和难点 

重点：活塞连杆的组成结构、活塞环的类型、曲柄连杆机构拆装 

难点：活塞环间隙及相关测量方法。 

思路设计 

 

方法手段 
教学方法：问题驱动法、讲授法、现场实物教学法、虚实结合教学法。 

教学手段：理实虚一体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 

所用教材 《汽车构造》，西安航空学院，张耀虎，王鑫，郑颖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学内容 课堂组织 

第二节 活塞连杆组 

一、上节课内容回顾及本节课内容的引出 

1、上节课内容：四冲程发动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2、本节课内容的引出 

通过前面知识的学习，我们了解到气缸内的燃料燃烧会产生一

个冲击力，由于上面的气缸盖和四周的汽缸壁是固定的，因此这个

力只能往下推动活塞，形成垂直方向的运动，而我们的车轮行驶需

要给它提供一个旋转的力矩。 

那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能够实现将垂直方向的力转变为旋转的力矩。大家可以联系下

生活中的一个例子，骑自行车（大腿在上下往复运动，通过小腿，

脚踏，最终转变为车链轮的旋转运动）。 

 

图 1 自行车驱动与曲柄连杆机构传动原理 

这一过程就类似于我们发动机的曲柄连杆机构，承受气缸中的

燃料燃烧的压力，并将这一压力转化为机械力，驱动曲轴旋转，实

现了将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 

 

图 2 曲柄连杆机构工作状态 

二、内容讲解 

1、曲柄连杆机构概述 

曲柄连杆组包含活塞连杆组和曲轴飞轮组，其中活塞连杆组由

活塞和连杆组成，曲轴飞轮组由曲轴、飞轮组成，今天我们先来学

习活塞连杆组。 

 

 

 

 

1）课程导入，通过线

上教学资源引入本节

课教学任务，在引入

过程中安排学生分组

讨论 

（5 分钟） 

 

 

 

 

 

 

 

 

 

 

 

 

 

 

 

 

 

 

 

 

 

 

 

 

 

 

2）介绍曲柄连杆机构

功用，动画演示曲柄

连杆机构、介绍曲柄

连杆机构组成 

（5 分钟） 

 

 



 

图 3 曲柄连杆机构组成 

2、活塞连杆组 

活塞连杆组件主要由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连杆、连杆轴瓦组成。 

 

图 4 活塞连杆组件组成 

1）活塞 

（1）功用：承受燃烧气体的压力，并将此力通过活塞销传给

连杆以推动曲轴旋转。此外活塞顶部与气缸盖、气缸壁共同组成燃

烧室。 

（2）组成：活塞由顶部、头部、槽部和裙部等四部分构成。 

 

图 5 活塞组成 

①活塞顶部 

   功用：构成燃烧室的一部分，实现空气导流。 

 

图 6 活塞类型 

 

 

 

 

 

 

 

 

 

 

3）借助活塞连杆组件

实物，简介活塞连杆

组件的组成与原理 

（3 分钟） 

 

 

 

 

 

 

 

 

4）简介活塞的功用与

组成，并详细介绍活

塞每一组成部分的功

用与原理 

（12 分钟） 

 

 

 

 

 

 

 

 

 

 

 

 

 

 

 

 

 



②活塞头部 

   功用：传递活塞顶部热量 

 

图 7 活塞头部 

③活塞槽部 

   功用：用来安装活塞环 

 

图 8 活塞槽部 

④活塞裙部 

  功用：与汽缸壁接触引导活塞在汽缸内作往复运动，安装活

塞销，活塞销与连杆的连接方式分为全浮式和半浮式。 

 

                    图 9 活塞裙部 

⑤活塞连杆制造产业在我国发展现状（课程思政）          

    目前国产活塞品种占有 70%的市场需求。但对于增压大缸径活

塞目前还仍需进口，在大负荷工作环境下的活塞寿命提高课题在国

内一直处于攻关状态。 

 

图 10 国产活塞制造发展趋势 

 

 

 

 

 

 

 

 

 

 

 

 

 

 

 

 

 

 

 

 

 

 

 

 

 

 

 

 

 

 

5）通过课程思政，简

介我国活塞制造现状

及在设计制造中的不

足 

（5 分钟） 

 

 

 

 

 

 

 

 

 



2）活塞环 

（1）类型 

气环和油环两种。 

气环主要作用是密封和导热。将活塞上部密封，从而形成密闭

的燃烧室并防止下部的曲轴箱窜气，同时将燃烧产生的热量传递给

汽缸壁的冷却系统，油环的作用是布油和刮油。上行时在气缸内壁

上分布一层润滑油，减少机械磨损，下行时将多余的润滑油刮除。 

（2）活塞环间隙 

活塞环是开口的弹性环，所以活塞环安装后，存在有间隙，并

引入活塞环间隙概念。 

侧隙：活塞环与活塞环槽之间的间隙； 

端隙：活塞及活塞环装入汽缸后，活塞环开口之间的间隙； 

背隙：活塞及活塞环装入汽缸后，活塞环内壁与环槽底面的间

隙 ； 

 

图 11 活塞环间隙图 

3）活塞销 

活塞销是连接活塞与连杆的部件，根据链接方式不同活塞销连

接方式:全浮式和半浮式  

         

图 12 活塞销类型 

4）连杆组件 

（1）功用：连杆的功用是连接活塞与曲轴，将活塞的往复运动

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 

（2）组成：连杆小头、连杆杆身、连杆大头 

6）介绍活塞环塞环类

型及功用。结合活塞

环实物进行讲解 

（10 分钟） 

 

 

 

 

7）根据活塞环特点引

出活塞环间隙概念，并

通过分组讨论方式讨

论活塞运动方式引入

气环的气密作用 

     （10 分钟） 

 

 

 

 

 

 

 

 

 

8）简介活塞销的功用

与类型 

（5 分钟） 

 

 

 

 

 

 

 

 

9）结合连杆实物，介

绍连杆的组成、每一

部分功用，及 V 型发

动机上连杆的布置形

式  

（5 分钟） 

 

 

 

 



 

图 13 连杆组成 

（3）V 型发动机连杆 

   

图 14 连杆类型 

3、活塞拆装及活塞环间隙测量 

1）实践内容 

活塞连杆组的拆装分解及活塞环间隙测量，要求每组将测量的

结果记录在实验报告记录表上（见附表 2）。 

2）任务要求： 

①  掌握活塞连杆组的拆装分解方法（虚拟及实物） 

 

图 15 虚拟拆装及检测效果图 

②掌握活塞环三个间隙的概念及测量方法； 

③通过实物测量分析活塞环间隙数值是否正常。 

 

 

 

 

 

 

 

 

 

 

 

 

 

 

 

 

 

 

 

 

 

 

 

 

10）实践内容 

结合虚拟拆装软件及

实物拆装，通过教师演

示操作过程，学生分组

进行相应的拆解环节

及参数测量 

（20 分钟） 

（其中虚拟拆装 10 分

钟，实物拆装及测量 10

分钟） 

 

 

 

 

 

 

 

 

 

 

叉形式 主副式 并列式 



     

 

 

                图 18 活塞环背隙检测示意图 

表 1 活塞环正常间隙数值 

微型轿车发 

动机 

端隙（mm） 侧隙（mm） 背隙

（mm）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一道 第二道 两道气环 

气环正常数值

范围 
0.25-0.45 0.2-0.4 

0.03-

0.07 

0.02-

0.06 
0-0. 35 

3)活塞环间隙数值分析 

根据实践测量结果分析活塞环间隙数值是否正常。 

过大：密封不佳，漏气 

过小：活塞环受热卡死 

实际应用中，过大或者过小，都应及时进行更换。 

4）汽车装配及维修工程师素养要求（课程思政） 

    在装配汽车活塞环及维护汽车时，严格执行质量标准，追求汽

车卓越工程师应具备的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和大国工匠精神。否

则活塞在工作时，会导致发动机窜气量及活塞环泵油量增加，导致

发动机性能下降。 

4、随堂知识测试与总结 

1）随堂考核 

   闭卷随堂考核，考核时间 10 分钟。 

2）课程小结及预习 

（1）小结 

①曲柄连杆机构的组成及功用； 

②活塞连杆组件组成及类型； 

③活塞连杆组件拆装流程及活塞环间隙测量 

（2）预习任务 

①曲轴的组成、功用、类型 

    ②曲轴曲柄的布置与发动机工作顺序的关系 

 

 

 

 

 

 

 

 

 

 

 

 

 

 

 

 

 

 

 

 

 

11）分组、互动讨论检

测结果及影响 

（3 分钟） 

 

 

 

 

12）对活塞装配的工程

师素养要求进行课程

思政教学。 

 （5 分钟） 

 

 

13）课程随堂考核 

（10 分钟） 

 

 

14）本节内容小结与预

习 

    （2 分钟） 

活塞环背隙检测示意

图 

图 17 塞环端隙检测示意图 图 16 塞环侧隙检测示意图 



 

 

理论教学环节 

 

 
虚拟仿真拆装训练 

 

 
实物现场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照片 



 

 

 

 

 

 

 

学生实践参数测量 

 

 

 

 

随堂过程性考核 

 

 

 

 



附件3：最近一学期的教学日历



6 2020.9.24 3 6 2（12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了解汽油机燃油供给的基本要
求，掌握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特点和类型及组
成，掌握电控汽油机供给系统空气供给系统和
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与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发动机汽油喷射系统主要部件的结构与组成。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线下讲授、
实践训练

7 2020.9.27 4 7 2（12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电控汽油机电控系统的组
成与原理，了解发动机排气污染种类及防治方
法。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线下讲授

8
2020.9.2
8

4 8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熟悉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组
成，掌握柱塞泵及分配泵组成与原理，了解柴
油机调速器及喷油器工作原理，熟悉电控柴油
机燃油供给系工作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柱塞泵及分配泵结构组成与工作原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9 2020.10.8 5 9 2（12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发动机传统点火系统和汽
车电源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熟悉火花塞间隙参数范围，能
够熟练完成火花塞间隙测量。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线下讲授、
实践训练

10 2020.10.12 6 10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电子与电控点火系统的组
成与原理，掌握冷却系统的作用及类型，冷却
系统的组成与原理，熟悉润滑系统的结构组成
与原理，了解起动系统结构组成与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冷却系统及电起动机结构组成与原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分组讨论、
实践训练

11 2020.10.15 6 11 2（120分钟）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虚拟拆装软件使学生熟练
掌握发动机拆装工具的使用及发动机拆装流程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实践训练

12 2020.10.19 7 12 4（240分钟）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帕萨特1.8T发动机拆装试
验台，使学生熟练掌握发动机实物拆装流程与
拆装方法，使学生熟悉发动机主要部件名称及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实践训练



13
2020.10.
22

7 13 2（12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汽车底盘总体组成及汽车
离合器功用及其基本工作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离合器基本结构及传动原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14 2020.10.26 8 14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了解变速器的类型，掌握手动
变速器基本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掌握手动变速器拆装流程和传
动比测量方法。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分组讨论、
实践训练

15
2020.10.
29

8 15 2（12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液力变矩器结构组成与行
星齿轮结构组成与原理，熟悉单排与双排行星
齿轮机构传动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熟悉
液力变矩器结构组成与传动原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16 2020.11.2 9 16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液力自动变速器液压控制
系统组成与原理，掌握电控液力自动变速器特
点，了解无极变速器与DSG变速器工作原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17 2020.11.5 9 17 2（120分钟）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虚拟拆装软件使学生熟练
掌握自动变速器拆装工具的使用及发动机拆装
流程。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实践训练

18
2020.11.
9

10 18 4（240分钟）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大众01M自动变速器拆装试
验台，使学生熟练掌握自动变速器实物拆装流
程与拆装方法，使学生熟悉自动变速器主要部
件名称及功用。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实践训练

19
2020.11.
12

10 19 2（12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组成
与工作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十字轴式万向节和球笼式万向节结构特点与原
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20 2020.11.16 11 20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驱动桥结构组成，熟悉主
减速器、差速器、驱动桥半轴与桥壳类型与特
点，了解四轮驱动系统类型与原理的工作原理
。
实践教学要点：掌握驱动桥拆装方法与流程，
通过实物观摩教学熟悉主减速器及差速器类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分组讨论、
实践训练



21 2020.11.23 12 21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车轮总成类型与原理，掌
握车桥与车架类型，熟悉车轮定位种类与原理
。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车轮及轮胎结构类型，熟悉轮胎规格参数识别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22 2020.11.30 13 22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汽车悬架结构组成，悬架
类型与特点，熟悉独立悬架，主动悬架结构特
点。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汽车底盘悬架组成与结构类型。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23 2020.12.7 14 23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汽车机械转向系统，液压助力
转向系统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工作原理，了解
转向系统新技术。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掌握
汽车转向系统结构组成与传动原理。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实践训练

24 2020.12.14 15 24 4（240分钟）

理论教学要点：掌握汽车制动系统组成、了解
制动器结构，熟悉制动类型，熟悉人力制动系
统，伺服制动系统和动力制动系统结构组成与
工作原理，熟悉ABS和ASR系统的组成与原理，
了解汽车车身结构与主要电器系统工作原理。
实践教学要点：通过实物观摩教学使学生了解
汽车制动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熟练完成制动
器间隙测量。

实训楼6楼
汽车构造理实一

体化教室
43

理论讲授、
分组讨论、
实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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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瞿末考试

汽车构造B 、试卷A

鹰号 总分人

得分

阅卷人

适用班级：车辆工程181、182、183， 汽车服务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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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航 空 学 院 课 程 考 试 试 卷

2020~ 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汽车构造 B 试卷 A

适用班级：车辆工程 181、182、183，汽车服务 181

一 、填空题（每空 1分，共 15分）

1、FR型车辆是指________前置，________驱动。

2、凸轮轴的传动方式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三种。

3、三元催化转化器可以有效的减少尾气中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三种有害气体成分。

4、发动机冷却系统根据冷却方式不同可分为________和________两种。

5、液力变矩器主要组成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锁止离合器。

6、汽车转向系统根据能源不同可分为________和________。

得分

二、选择题（每题 1分，共 10分）

1、发动机完成一次做功循环活塞上下往复移动________次，进排气门开闭________次，曲轴

旋转________°。

A、1 1 360 B、2 2 360 C、2 1 720 D、 1 2 720

2、一般第一道气环端隙的开口间隙值为________mm，磨损的极限值为________mm。

A、0.30~0.60 0.80 B、0.20~0.40 0.80 C、0.25~0.40 0.60 D、0.20~0.40 0.60

3、下列哪一个过量空气数值是属于经济性混合空气（ ）

A、＞1.4 B、 1.05~1.15 C、 0.75~0.85 D、＜0.4

4、下列哪一个空气流量传感器属于间接测量式空气流量传感器（ ）

A、热线式 B、卡门漩涡式 C、进气歧管压力测量式 D、叶片式

5、下列哪一个不属于润滑系统的功用（ ）

A、冷却 B、润滑 C、清洁 D、预热

6、在拆卸发动机过程中下列那句话是错误的（ ）

A、在安装发动机汽缸盖时，其紧固螺栓的拧紧顺序是由中间向两边对角线顺序拧紧

B、在安装发动机汽缸盖与气缸体之前应该预先调整曲轴与凸轮轴的正时

C、在安装活塞环时，应该手动拨动上下两个气环位置，使其错开 120°

D、在活塞连杆组装入气缸时，要求活塞上的标记朝向一致

7、下列那一句话是错误的（ ）

A、汽车挡位数是指前进挡数量

B、同步器能够实现手动变速器快速无冲击换挡

C、变速器自锁装置能够防止同时误挂入两个挡位

D、倒档的传动比较大一般接近于一挡传动比

8、车轮标记中 185/60R1485H中 14代表的意思是（ ）

A、轮胎断面宽度 B、轮胎扁平率 C、轮辋直径 D、轮胎负荷参数

9、下列哪一个部件属于汽车转向操纵机构（ ）

A、转向盘 B、转向器 C、转向直拉杆 D、转向控制阀

10、下列哪一个滑移率是 ABS控制的效果（ ）

A、5% B、20% C、50% D、85%
得分

三、名词解释（共 5小题，每题 3分，共 15分）

1、轴距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 分 总分人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西 安 航 空 学 院 课 程 考 试 试 卷

2、进气提前角

3、最佳点火提前角

4、前轮前束

5、伺服制动系统

得分

四、简单题（共 5小题，每题 8分，共 40分）

1、简述双排不进法气门间隙调整流程。

2、电控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组成有哪些，其各系统作用是什么？

3、行星齿轮机构组成有哪些，简述单排行星齿轮机构可以实现的 8种传动原理。

4、什么是主动悬架，主动悬架汽车在高速和颠簸路面两种状态下如何控制其参数。

5、简述 ABS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得分

五、分析题（共 1小题，共 20分）

下图为解放 CA1091 型三轴变速器，请回答下列问题。

1、若六挡齿轮齿数为 28，中间轴常啮合齿轮齿数为 36，中间轴二挡齿轮齿数为 24，第二

轴二挡齿轮齿数为 45，分析该变速器二挡齿轮的传动比数值。（5 分）

2、通过上图叙述三档、六档、倒档的动力传递路线。（15 分）





 
       



西 安 航 空 学 院 课 程 考 试 试 卷

2020~ 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汽车构造 B 试卷 B

适用班级：车辆工程 181、182、183，汽车服务 181

一 、填空题（每空 1分，共 15分）

1、根据发动机活塞运动方式不同，发动机可分为________和________两种。

2、气缸体根据与油底壳安装平面不同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三种。

3、经济混合气的过量空气系数为________、火焰传播上限混合气的过量空气系数为________、

火焰传播下限混合气的过量空气系数为________。

4、汽车发动机常用的润滑形式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润滑脂润滑三种。

5、离合器的功用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6、汽车上采用较广泛的的转向器结构形式主要有________、________和蜗杆曲柄指销式三种类

型。

得分

二、选择题（每题 1分，共 10分）

1、我国汽车发动机经常使用（ ）作为标定功率

A 、15min功率 B、 1h功率 C、12h功率 D、持续功率

2、当发动机转速为 2000r/min时，该发动机每分钟气门开闭（ ）次。

A 、4000 B、 2000 C、 1000 D、 500

3、柴油机在正常燃烧过程中气缸温度最高点在下列哪个时期（ ）

A、着火延迟期 B、速燃期 C、缓燃期 D、后燃气

4、下列哪一个传感器主要用于测量混合气的浓稀情况（ ）

A、进气流量传感器 B、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C、氧传感器 D、进气温度传感器

5、冷却系统大小循环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以下哪个部件（ ）

A、节温器 B、散热器 C、水泵 D、电风扇

6、在拆卸发动机过程中下列那句话是错误的（ ）

A、在安装发动机汽缸盖时，其紧固螺栓的拧紧顺序是由中间向两边对角线顺序拧紧

B、在安装发动机汽缸盖与气缸体之前应该预先调整曲轴与凸轮轴的正时

C、在安装活塞环时，应该手动拨动上下两个气环位置，使其错开 120°

D、在活塞连杆组装入气缸时，要求活塞上的标记朝向一致

7、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的差速特性表现在（ ）

A、M1=M2=1/2M0 B、M1=M2=M0

C、n1=n2=1/2n0 D、n1+n2=n0

8、汽车主动悬架无法调整下列哪一项参数（ ）

A、车身高度 B、 悬架刚度 C、 悬架阻尼力 D、簧载质量

9、下列哪一个部件属于汽车转向传动机构（ ）

A、转向盘 B、转向器 C、转向摇臂 D、转向控制阀

10、下列不属于盘式制动器的优点的是（ ）

A、制动效能稳定 B、尺寸较小 C、散热效果好 D、制动效能高

得分

三、名词解释（共 5小题，每题 3分，共 15分）

1、接近角

2、配气相位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 分 总分人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西 安 航 空 学 院 课 程 考 试 试 卷

3、空间雾化

4、主销后倾角

5、滑移率

得分

四、简单题（共 5小题，每题 8分，共 40分）

1、已知某四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的工作顺序为 1-3-4-2，当第 4缸处于进气下止点时，请分

析其他各缸的工作状态。

2、什么是发动机可变进行控制技术，简述 VTEC系统的工作原理。

3、简述十字轴万向节的不等速特性。

4、什么是子午线轮胎，简述其相对于普通斜交胎的优点。

5、汽车制动系统的功用是什么，简述其主要组成。

得分

五、分析题（共 1小题，共 20分）

下图为一种单排行星齿轮结构组成图。根据上述结构图分析下列问题

（1）简述图中数字标识的部件名称（共 8分）

（2）说明该型单排行星齿轮机构根据换挡执行机构可实现几种不同的传动比，并分析说明如何

控制图中换挡执行机构来实现，及实现挡位的特点（传动比数值分析）。（共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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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1 学期期末考试 

汽车构造 B 评分标准（A 卷） 

一 、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5 分） 

1、发动机、后轮 

2、齿轮传动、链传动、同步带传动 

3、HC、CO、NOx 

4、水冷系统、风冷系统 

5、泵轮、涡轮、导轮 

6、机械转向系统、动力转向系统 

二、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5：C、B、B、C、D      

6-10：C、C、C、A、B 

三、名词解释（共 5 小题，每题 3 分，共 15 分） 

1、轴距指汽车前轴中心至后轴中心间的距离。 

前轴中心（1 分） 后轴中心（1 分） 距离（1 分） 

2、进气提前角指发动机从进气门打开时刻到活塞行至上止点曲轴所转过的角度。 

进气门打开（1 分） 活塞行至上止点（1 分） 曲轴转过的角度（1 分） 

3、当发动机转速和节气门开度一定时，能使发动机获得最佳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性的点火提前角称

为最佳点火提前角。 

转速节气门开度一定（1 分） 最佳性能（1 分） 点火提前角（1 分） 

4、左右两车轮间后方距离 A 与前方距离 B 之差 A-B 称为前轮前束。 

两车轮后方距离（1 分） 前方距离（1 分） 差（1 分） 

5、伺服制动系统是在人力制动系统的基础上加设一套动力伺服系统而形成的，是兼用人力和发动机作

为制动能源的制动系统。 

加设动力伺服系统（1 分）   兼用人力和发动机（1 分）   制动能源（1 分） 

四、简答题（共 5 小题，每题 8 分，共 40 分） 

1、确认发动机的第一缸在压缩冲程上止点，此时该缸的进、排气门间隙都可以调整为“双”，而与之对

应的在排气冲程上止点的某缸，由于进、排气门处于重叠状态，都不能进行调整为“不”，处于两者之间的其

他缸，可调进气门的为“进”，可调排气门的为“排”（4 分）。 

第一遍，将一缸活塞转到压缩终了上止点，按双，排，不，进调整其一半的间隙（2 分）。 

第二遍，曲轴转动一周即 360°，将未缸达到压缩行程上止点，仍按双﹐排，不，进调整余下的一半的

间隙（2 分）。 

2、电控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主要由空气测量控制系统、燃油供给系统以及电子控制系统三部分组

成。（2 分）。 

空气测量控制系统的作用是与发动机空气供给系统配合，为发动机可燃混合气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空气，

并测量和控制进入气缸的空气流量。（2 分） 

燃油供给系统的作用是完成汽油的存储，并且根据电控单元的控制指令按照发动机的工作需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喷射适当的燃油。（2 分） 

电子控制系统的作用是检测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将检测信息传输给控制单元，通过控制单元进行综合

分析计算，向执行器发出控制指令，实现精确控制喷油量、喷油正时和点火正时。（2 分） 

3、行星齿轮机构由一个太阳轮、两个或多个行星齿轮及其行星架和一个齿圈所组成。（2 分） 

1）固定件：太阳轮 ；主动件：齿圈；从动件：行星架。此时，行星架和齿圈转向相同，减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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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件：太阳轮 ；主动件：行星架；从动件：齿圈。此时，行星架和齿圈转向相同，超速运动。 

3）固定件：齿圈 ；主动件：太阳轮；从动件：行星架。此时，太阳轮和行星架转向相同，减速运动。 

4）固定件：齿圈 ；主动件：行星架；从动件：太阳轮。此时，太阳轮和行星架转向相同，加速运动。 

5）固定件：行星架；主动件：太阳轮；从动件：齿圈 。此时，齿圈和太阳轮转向相反，减速倒档运

动。 

6）固定件：行星架；主动件：齿圈；从动件：太阳轮。此时，齿圈和太阳轮转向相反，加速倒档运动。 

7）三元件中的任何两个元件连成一体旋转，则第三元件转速必与二者转速相等，即行星排按直接挡传

动，传动比为 1。 

8）当既无任一元件固定有无任两个元件连成一体，此时，所有元件都不受约束，可以自由转动，则行

星齿轮机构失去传动作用，此种状态相当于空挡。 

回答对一个 1 分，最高不超过 6 分。 

4、能够根据汽车的行驶状况主动地的对悬架的高度、刚度和阻尼系数进行调整，使悬架处于最佳的工

作状况的悬架称为主动悬架。（2 分） 

当汽车处于高速行驶工况下，悬架电控单元都会通过执行机构使悬架的刚度和阻尼调到“中状态”并

降低悬架高度，以提高汽车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2 分） 

当汽车以 40-100km/h 车速驶于颠簸路面时，悬架电控单元使悬架刚度和阻尼力处于“中”状态，以抑

制车体的前后颠簸与跳动，提高汽车舒适性和通过性；当汽车以高于 100km/h 的速度驶于颠簸路面时，悬

架电控单元将弹簧刚度和减震器阻尼力调到“高”状态，以保证汽车的操纵稳定性和通过性。（4 分） 

5、ABS 系统主要由轮速传感器和车速传感器、电控单元和制动压力调节器三个部分组成。（2 分） 

汽车制动时，首先由轮速传感器和制动减速度传感器测出制动车轮的转速信号和车身减速度信号（1

分），并将该电压信号送人电控单元（1 分）。电控单元计算出车轮速度，滑动率及车轮的加、减速度，然后

再由电控单元的控制单元对这些信号加以分析比较后，向制动压力调节器发出制动压力控制指令（1 分）。

使压力调节器中的电磁阀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制动主缸至轮缸的制动压力的增减，以调节制动力矩（1 分），

控制车轮的滑移率接近最佳制动滑移范围 20%附近（1 分），使之与地面附着状况相适应，防止制动车轮抱

死（1 分）。 

五、分析题（1 题 5 分，2 题 15 分，共 20 分） 

1、传动比 36/28*45/24=2.41（5 分） 

其中公式正确 3 分，计算正确 2 分。 

2、三挡：第一轴常啮合齿轮→中间轴常啮合齿轮→中间轴→中间轴三挡齿轮→第二轴三挡齿轮→三

挡齿轮齿圈→三挡同步器接合套→三挡同步器花键毂→第二轴输出。（5 分） 

六挡：经第一轴上的六挡齿轮→六挡齿轮齿圈→六挡同步器接合套→六挡同步器花键毂→第二轴输

出。（5 分） 

倒挡：第一轴常啮合齿轮→中间轴常啮合齿轮→中间轴→中间轴倒挡齿轮→倒挡中间齿轮→第二轴

倒挡齿轮→倒挡齿轮接合齿圈→接合套→倒挡同步器花键毂→第二轴输出。（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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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1 学期期末考试 

汽车构造 B 评分标准（B 卷） 

一 、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5 分） 

1、往复活塞式发动机、旋转活塞式发动机 

2、一般式气缸体、龙门式气缸体、隧道式气缸体 

3、1.05-1.15、0.4、1.4 

4、压力润滑、飞溅润滑 

5、平稳起步、换挡平顺、防止传动系统过载 

6、齿轮齿条式、蜗轮蜗杆式 

二、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5：A、C、C、C、B    

6-10：C、A、D、C、D 

三、名词解释（共 5 小题，每题 3 分，共 15 分） 

1、接近角指汽车前段下沿最突出点向前轮引的切线与地面形成的夹角。 

前段下沿最突出点（1 分） 向前轮引的切线（1 分） 与地面形成的夹角（1 分） 

2、进排气门实际开启和关闭的时刻以曲轴转角表示即为配气相位。 

进排气门实际开启和关闭的时刻（2 分）曲轴转角（1 分） 

3、将燃油喷向燃烧室空间，形成雾状，雾状油滴在高温空气中吸收热量的同时发生蒸发和扩散，与空

气形成混合气的过程。 

燃烧室空间（1 分） 吸收热量（1 分） 发生蒸发和扩散（1 分） 

4、在纵向垂直平面内，主销轴线与垂线之间的夹角叫主销后倾角。 

纵向垂直平面（1 分） 主销轴线（1 分） 垂线（1 分） 

5、车轮转动过程中滑动成分所占的比例叫滑移率。  

滑动成分（1 分）   所占的比例（1 分）  计算公式（1 分） 

四、简答题（共 5 小题，每题 8 分，共 40 分） 

1、 3 缸比 4 缸早一个冲程，因此处于压缩冲程（2 分）上止点；  

    2 缸比 4 缸晚一个冲程，因此处于排气冲程（2 分）上止点；  

    1 缸比 3 缸早一个冲程，因此处于做功冲程（2 分）下止点。 

    三个缸的止点位置回答对得 2 分。 

2、VTEC 系统由气门、凸轮、摇臂、同步活塞等组成。（1 分） 

凸轮轴上布置了高速和低速两种凸轮，采用了设计特殊的摇臂，根据发动机转速的高低，自动切换凸

轮，使摇臂分别被高速凸轮或低速凸轮驱动（2 分）。凸轮轴上的高速凸轮处在中摇臂的位置，左右各有一

个低速凸轮，分别处在主摇臂和次摇臂的位置，在三个摇臂内装有同步柱塞、定时柱塞以及阻挡柱塞（2 分）。

在转速低于 6000r/min 时，同步柱塞不移动，主次摇臂驱动两个气门（1 分）。当转速高于 6000r/ min 时，在

压力机油的作用下，定时柱塞移动，并推动同步柱塞移动，将中摇臂与主、次摇臂锁在一起，三个摇臂一

起在高速凸轮的驱动下驱动气门，而高速凸轮两边的低速凸轮则随凸轮轴空转（2 分）。 

3、 

1）主动叉在垂直位置，十字轴平面与主动叉轴垂直时，（1 分） VA=ω1 r=ω2 rcosα，得ω2=ω1/cos

α，则ω1<ω2，从动轴转速大于主动轴转速。（2 分） 

2）主动叉在水平位置，十字轴平面与从动叉轴垂直时，（1 分） VB=ω2 r=ω1 rcosα，得ω1=ω2/cos

α，则ω1>ω2，从动轴转速小于主动轴转速。（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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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主动叉轴以等角速度传动时，从动叉轴是不等速角速度传动。（2 分） 

4、子午线轮胎的帘线不是相互交叉排列的，而是与外胎断面接近平行，像地球子午线排列。（2 分） 

优点：1）接地面积大，附着性能好，胎面滑移小，对地面单位压力也小，因而滚动阻力小，使用寿命

长。（2 分） 

2）胎冠较厚且有坚硬的带束层，不易刺穿，行驶时变形小，可降低油耗 3％～8％。（1 分） 

3）因帘布层数少，胎侧薄，所以散热性能好。（1 分） 

4）径向弹性大，缓冲性能好，负荷能力较大。（1 分） 

5）在承受侧向力时，接地面积基本不变，故在转向行驶和高速行驶时稳定性好。（1 分） 

5、制动系统的功用是：根据行驶条件或驾驶员的意愿，使行驶中的汽车减速（1 分）、停车或保持某一

稳定速度（1 分），或使已停驶的汽车保持不动（1 分）。 

汽车制动系统主要由供能装置、控制装置、传动装置及制动器 4 部分组成。（1 分） 

1）供能装置包括供给、调节制动所需能量以及改善传能介质状态的各种部件。其中产生制动能量的部

分称为制动能源，人的肌体也可作为制动能源。（1 分） 

2）控制装置包括产生制动动作和控制制动效果的各种部件，如制动踏板、制动阀等。（1 分） 

3）传动装置包括将制动能量传输到制动器的各个部件，如制动主缸和制动轮缸等。（1 分） 

4）制动器是产生阻碍车辆运动或运动趋势的力的部件，包括辅助制动系统中的减速装置。（1 分） 

五、分析题（1 题 8 分，2 题 12 分，共 20 分） 

1、1 为太阳轮（2 分），2 为行星齿轮架（2 分），3 为行星齿轮（2 分），4 为齿圈（2 分） 

2、该型单排行星齿轮机构可实现超速挡和直接挡两种不同传动比。（2 分） 

当行星齿轮机构换挡执行元件制动器 B 工作，离合器 C 不工作时（2 分），制动器固定太阳轮，此时

行星齿轮架作为输入元件，齿圈输出，可得到传动比为 Z2/(Z1+Z2)，此时该挡位为超速传动（3 分）。 

当行星齿轮机构换挡执行元件制动器 B 不工作，离合器 C 工作时（2 分），将太阳轮和行星架锁止为

一体，此时太阳轮、行星架与齿圈转速必定相等，即行星排按直接挡传动，传动比为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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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堂考核试卷案例 

《汽车构造》随堂考核试卷 

试卷编号：_A_  班级：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 

 

一、 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6 分） 

1、柴油机压缩行程压缩的是（ ） 

A 纯空气 B 柴油与空气的混合气  C 柴油蒸汽   D 柴油 

2、对于四冲程发动机来说，发动机每完成一个工作循环曲轴旋转（ ）。   

A．180°  B．360°  C．540°  D．720° 

3、发动机压缩比的正确说法是(     )。   

A、 气缸燃烧室容积与气缸总容积之比  B、 气缸总容积与气缸燃烧室容积之比 

C、气缸燃烧室容积与气缸工作总容积之比 D、 气缸工作总容积与气缸燃烧室容积之比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某四缸四行程汽油机的工作顺序为 1—2—4—3，当第一缸做功时，其他三缸分别处于哪

个行程_____  __、_____  __、_____  __。 

2、6120Q 柴油机的含义是：六缸、_____  __、_____  __、缸径为_____  __mm。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 

1、发动机主要是由哪些机构和系统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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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构造》随堂考核试卷 

试卷编号： B  班级：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 

 

一、识图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下图是一个单缸发动机的基本结构，请根据图中标示说明数字所指的部件名称。 

 

1—_________2—_________3—_________4—_________5—_________6—_________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某四缸四冲程汽油机的工作顺序为 1—2—4—3，当第一缸排气时，其他三缸分别为哪个

行程_____  __、_____  __、_____  __。 

2、汽油机的着火方式属于_____  __，柴油机的着火方式则是_____  __，所以，和汽油机

相比，柴油机没有_____  __系统。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 

1、简述四冲程汽油机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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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构造》随堂考核试卷 

试卷编号 C  班级：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6 分） 

1、四行程汽油机每个循环曲轴转（ ） 

A、一周    B、二周    C、三周   D、四周 

2、一台发动机气缸工作容积是燃烧室容积的 10.5 倍，则这台发动机的压缩比是（ ）   

A、9.5     B、10.5     C、11.5    D、12.5 

3、下列不属于发动机组成的是（ ） 

A 曲柄连杆机构 B 配气机构 C 燃料供给系统 D 凸轮机构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汽油发动机一般由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曲柄连

杆机构和配气机构组成。 

2、曲轴转两周，活塞在气缸中往复运动_____  __次，进、排气门各开启一次。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 

1、柴油机与汽油机在可燃混合气形成方式和点火方式上有何不同？  

 

 

 

 

 

 

 

 

 

 

 

 

 

 

 

 

 

 

 

 

 

 

 



 4 

《汽车构造》随堂考核试卷 

试卷编号： D   班级：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6 分） 

1、柴油发动机相对于汽油发动机少了下列哪个部分（ ） 

A 燃料供给系  B 润滑系  C 冷却系  D 点火系 

2、发动机是由机体、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冷却系、供给系、（ ）、点火系（汽油发

动机采用）、起动系等部分组成。   

A 制动系 B、冷却系 C、润滑系 D、转向系。 

3、活塞上下往复一次，相应于曲轴转角（ ）。       

A．180°  B．360°  C．540°  D．720°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压缩比ε是_____  __和_____  __之比。 

2、四冲程发动机完成一个工作循环都要经过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

四个行程。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 

1、发动机主要是由哪些机构和系统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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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构造》随堂考核试卷 

试卷编号： E    班级：_______  姓名：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 

 

一、识图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下图是一个单缸发动机的基本结构，请根据图中标示说明数字所指的部件名称。 

 

1—_________2—_________3—_________4—_________5—_________6—_________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汽油机由_____  __大机构_____  __大系统组成， 

2、曲轴转两周，活塞在气缸中往复运动_____  __次，进、排气门各开启一次。 

3、汽油机的着火方式属于_____  __，柴油机的着火方式则是_____  __，所以，和汽油机

相比，柴油机没有_____  __系统。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 

1、简述四冲程汽油机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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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构造》随堂考核试卷 

试卷编号： F   班级：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____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6 分） 

1、下列发动机组成中，柴油机所没有的是(     )。     

A、点火系统      B、起动系统    C、冷却系统       D、润滑系统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四冲程发动机完成进气、压缩、做功、排气一个工作循环曲轴转过了 360 度。 

B、二冲程发动机完成进气、压缩、做功、排气一个工作循环，活塞在气缸内上下运动 2 次。 

C、柴油机在做功行程时，进、排气门处于关闭状态。 

D、压缩比越高越好。 

3、四冲程柴油机的喷油泵凸轮轴的转速与曲轴转速的关系为(    )。   

A．1：1    B．1：2    C．2：1   D．4：1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1、某四缸四行程汽油机的工作顺序为 1—2—4—3，当第一缸压缩时，其他三缸分别为哪个

行程_____  __、_____  __、_____  __。 

2、压缩比ε是_____  __和_____  __之比。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 

1、柴油机与汽油机在可燃混合气形成方式和点火方式上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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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测量记录表案例 

 

实践考核数据记录表 

 

实践内容:_活塞环间隙测量 班级_______  组号_____ 姓名________ 

 

1、 测量内容：（测量结果分值为 7 分） 

（1）根据下表对汽车活塞环间隙进行测量，完成表内数据填写，要求数据结果保留两

位小数。 

机型 
测量

次数 

活塞环端隙

（mm）  
平均值 

活塞环侧隙

（mm）  
平均值 

活塞环背隙

（mm） 
平均值 

481发动机 

1       

2    

3    

 

2、测量分析：（测量分析内容分值为 3 分） 

1、测量活塞环间隙是否符合正常值？ 

参考参数：端隙：（第一道气环正常值：0.3~0.45 mm；第二道气环正常值：0.25-0.4 mm） 

侧隙：（第一道气环正常值：0.03-0.07 mm；第二道气环正常值：0.02-0.06 mm） 

背隙：（两道气环正常值：0-0.35 mm） 

 

 

 

 

 

 

 

 

 



 8 

 

（4）实践拆装考核表案例 

 

发 动 机 拆 装 考 核 评 分 表 

班级                               姓名             组号                    
 

序

号 

考核时间：120 分钟 实际用时： 总分： 

评分内容 扣分标准 得分 

1 准备工作 清点工具、检查工具完好（满分 4 分） 
若没有检查工具行为动作

扣 4 分 
 

2 基本操作 

1、工具选用（4 分） 
工具使用不当扣 1 分，扣完

本分为止 
 

2、零部件摆放及整理（4 分） 
零部件及工具摆放不整齐

扣 5 分 
 

3、零部件及工具是否落地（4 分） 
零部件或工具落地扣 1 分，

扣完本分为止 
 

3 
发动机外围拆

卸 
发动机外围结构部件拆卸（10 分） 

发动机外围部件若该拆未

拆扣 2 分，扣完本分为止 
 

4 

 

发动机主体拆

卸 

1、发动机曲柄栏杆机构拆卸（20 分） 

1、若未完整拆卸分解活塞

连杆总成扣 10 分 

2、若未按照正确方法拆卸

扣 5 分 

3、若未按正常顺序拆卸扣

5 分 

 

 

 

3、发动机部件机构提问（20 分） 
提问 4 个问题一个问题 5

分。 
 

5 发动机安装 

1、发动机安装顺序（10 分） 
若未按照正确的安装顺序

安装扣 5 分扣完本分为止 
 

2、发动机安装方法（10 分） 
若未按照正确的安装方法

安装扣 5 分扣完本分为止 

6 技术要求 正时调整（10 分） 1、若未调整扣 15 分  

7 其他要求 拆装记录（4 分） 
若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扣4

分 
 

注：1、考核时间到，考生停止操作，未完成项目分数扣除。 

    2、由于拆装人为引起的零件损坏、丢失等则一次扣 20 分。 

    3、由于拆装人为引起的人身伤害，考生退出考核并成绩为 0。 



附件5：最近两学期的学生成绩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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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



 



授课课次 1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一章 汽车概述 

教学节次及名称 汽车概述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了解汽车的基本结构及发展； 

2． 掌握汽车的类型； 

3． 掌握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及参数的测量方法； 

4． 掌握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 

1． 汽车的概述； 

2． 汽车的分类； 

3． 汽车主要技术参数； 

4． 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教学难点 
1． 工程热力学基本状态参数； 

2．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教学内容 

1． 汽车构造理实一体课程介绍及课程要求（15min）； 

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以及该门课程的课程

要求，同时通过对学生线上教学资源学习情况的了解，对学生线上资源学习

提出对应的要求。 

2． 汽车结构及发展（15min）（课程思政）； 

通过提问互动的形式，引出汽车的概念及结构，同时结合学生之前学习

专业导论的基础知识，回顾汽车发展史，突出介绍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过程，

强调民族汽车品牌建设里程，加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3． 汽车的类型（30min）； 

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总结汽车类型，并根据不同的分

类依据，分析不同类型汽车。 

4． 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30min）； 

结合实物，分析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主要包括尺寸参数和质量参数两

种类型，并对每一种参数的具体定义及应用展开介绍。  

5． 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的测量实验（50min）； 

结合实验室实践条件，分组对汽车主要技术参数中的尺寸参数进行测量，

主要包括：总长、总宽、总高、前悬、后悬、接近角、离去角、最小离地间

隙等，通过具体的测量过程，加深学生对基础概念的理解。 

6． 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50min）； 

结合实际应用过程，分析汽车之所以能够按照驾驶员意愿行驶的依据，依

据汽车的受力情况，分析汽车形式的基本原理。 

7． 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是汽车构造理实一体化课程的第一节课，主要以介绍课程特征及汽

车概述为主，同时介绍汽车主要技术参数并对这些参数进行测量实验，加深对

概念的理解。 

作业和思

考题 

1． 名词解释：汽车、FR、前悬、最小转弯半径； 

2． 简述汽车的类型； 

3． 简述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授课课次  2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二章 发动机的基本知识 

教学节次及名称 四冲程发动机结构及基本原理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测量方式； 

2． 掌握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 
1． 发动机的基本组成； 

2． 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发动机的基本结构（20min） 

结合学生线上资源学习及发动机实物，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发动机的概

念、作用、组成以及分类。 

3． 汽车的工作原理（3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介绍发动机中的主要专业术语，在此基础上，以单缸

汽油发动机为例，介绍四冲程发动机工作过程，继而引出车用多缸发动机工作

原理及特点。 

4． 汽油发动机与柴油发动机的区别（20min）； 

利用引入法教学，从汽油和柴油的物理化学属性入手，对照分析汽油发动

机与柴油发动机的区别、各自工作特点及应用。 

5． 内燃机编号（15min） 

利用案例教学法，结合具体内燃机编号，展开对内燃机编号中各个符号所

表示含义的学习。 

6． 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发动机实物结构、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同时引入

具体案例 

小结 
本节课主要介绍了发动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并对汽油发动机及柴油发动

机的区别进行介绍。 



作业和思

考题 

1． 四冲程发动机的基本结构； 

2． 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授课课次  3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二章 曲柄连杆机构 

教学节次及名称 机体组/曲柄连杆机构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曲柄连杆的结构特点及类型； 

2． 掌握活塞连杆组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活塞环间隙的概念及间隙测量的方法。 

4． 熟悉曲轴飞轮组的功用及曲轴飞轮组的结构； 

教学重点 
1． 活塞的结构特点； 

2． 活塞环间隙的概念及测量方法。 

教学难点 
1． 活塞的结构特点； 

2． 活塞环间隙的概念及测量方法。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机体组件结构及特点（1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结合机体组件结构，为学生讲述机体组件的结构及每

一组成部分的类型及特点。 

3． 曲柄连杆机构的结构及特点（5min）； 

动画演示曲柄连杆机构、介绍曲柄连杆机构组成，为学生讲述曲柄连杆机

构的结构及每一组成部分的类型及特点。 

4． 活塞结构（20min）（课程思政）；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结合活塞结构，为学生讲述活塞的功用、组成结构及

每一组成部分的类型及特点，同时介绍我国活塞连杆制造产业在我国发展现状，

使学生了解我国相关机械加工水平及未来发展趋势。 

5． 活塞连杆组件介绍（35min） 

结合活塞环连杆组件实物进行讲解，重点介绍活塞环类型、功用连杆类型。

根据活塞环特点引出活塞环间隙概念，并通过分组讨论方式讨论活塞运动方式，

引入气环的气密作用。 

6． 活塞环间隙的概念及测量（75min）（课程思政）； 

结合虚拟拆装软件及实物拆装，通过教师演示操作过程，学生分组进行相

应的拆解环节及参数测量。同时提出汽车在装配及维修过程中对工程师素养的

要求，严格执行质量标准，追求汽车卓越工程师应具备的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

和大国工匠精神。 

7． 曲轴飞轮组（4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结合机体组件结构，为学生讲述曲轴飞轮的结构及每

一组成部分的类型及特点。重点介绍曲拐的概念、曲轴的支撑方式及应用，同

时对飞轮结构及功用进行介绍。 

8． 随堂考核与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机体组件及活塞连杆组、曲轴飞轮组

实物，结合虚拟拆装软件及实物，进行活塞环间隙测量实验过程。 

小结 
本节课对发动机的第一大机构曲柄连杆机构进行学习，并结合实物对相应

的结构进行测量。发动机活塞环间隙进行测量。 

作业和思

考题 

1. 活塞的结构组成； 

2. 活塞环三隙的概念。 

3. 曲拐组成； 

4. 飞轮的功用； 

 

 

 

 

 

 

 

 

 

 

 

 

 

 

 

 

 

 

 

 

 

 

 

 

 

 

 

 

 

 

 

 



授课课次  4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二章 发动机的机械结构 

教学节次及名称 配气机构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配气机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掌握配气相位的概念。 

教学重点 
1． 配气机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配气相位。 

教学难点 1． 配气相位中气门重叠角的理解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配气机构结构（20min）； 

结合学生线上资源学习及发动机配气机构实物，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配

气机构的概念、作用、组成以及分类。 

3． 配气相位（20min）； 

借助视频动画，介绍配气相位的概念，在 720°曲轴转角范围内理解气门

重叠角概念 

4． 配气机构主要零部件（45min）； 

结合发动机配气机构的实物，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配气机构的四大组成

部分：气门组件、气门驱动机构、气门传动机构、凸轮轴组件。 

5． 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配气机构实物辅助教学 

小结 
本节课对配气机构主要零部件中的结构及原理进行介绍，同时介绍重要概

念-配气相位。 

作业和思

考题 

1. 配气相位； 

2. 配气机构的工作原理； 

 



授课课次  5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二 发动机的机械结构 

教学节次及名称 配气机构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配气机构的拆装流程； 

2． 熟悉配气机构新技术。 

教学重点 
1． 气门间隙； 

2． VTEC 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气门间隙的测量及调整。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配气机构拆装及气门间隙的测量（65min）； 

结合虚拟拆装软件及实物拆装，通过教师演示操作过程，学生分组进行相

应的配气机构拆装及气门间隙测量，根据气门间隙标准数值要求，对检测结果

进行分析及必要的更换。 

3． VTEC 结构及工作原理（40min）； 

结合传统配气机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出发动机配气机构新技术，结合

视频、动画为学生讲述 VTEC 结构及工作原理。 

4． 其他可变进气技术（40min）； 

结合视频、动画为学生讲述现在车用其他可变进气技术。 

5． 发动机换气系统（40 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结合发动机换气系统结构结构，为学生介绍换气系统

的结构及功用。 

6． 随堂考核与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配气机构实物辅助教学。 

小结 
本节课在上节课发动机配气机构的结构及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对其涉及的

重要概念、实践环节进行练习。 



作业和思

考题 
1. 气门间隙的检测及数值分析。 

 



 

授课课次  6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三 发动机的供给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气体供给及燃料供给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发动机供给系统的作用； 

2、掌握混合气浓度的概念及不同工况对混合气浓度的要求； 

                                                                                                                                                                                                                   

教学重点 
1． 混合气浓度与发动机工况； 

2． 汽油发动机的气路组成 

教学难点 
1． 混合气浓度与发动机工况； 

2． 汽油发动机的气路组成 

教学内容  

1． 上节课内容复习及考核（15min） 

通过讲授回顾上节课所讲的教学重点及难点； 

2． 发动机供给系统的功用（30min） 

运用多媒体课件及讲授结合给同学介绍供给系统的功用及基本组成； 

3． 混合气浓度及发动机工况（50min） 

运用讲授法给同学讲解混合气浓度的衡量参数、过渡工况和稳定工况的区

别、分析不同工况对混合气浓度的要求； 

4． 小结及作业（5min） 

   总结本节的重点及难点，并布置相应作业。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气体供给系统实物辅助教学 

小结 
本节课对发动机的供给系统进行介绍，并详细介绍混合气浓度及发动机不

同工况对混合气浓度的要求 

作业和思

考题 

1. 过量空气系数； 

2. 空燃比 

 

 



授课课次  7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三 发动机的供给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及电控控制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汽油发动机燃烧过程 

2． 掌握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功用； 

3． 熟悉电控系统的工作原理； 

4． 掌握汽油发动机电控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过程  。                                                                                                                                                                                                              

教学重点 

1． 发动机的燃烧过程； 

2． 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原理； 

3． 汽油发动机电控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过程 

教学难点 

1． 发动机的燃烧过程； 

2． 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原理； 

3． 汽油发动机电控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过程 

教学内容  

1． 上节课内容复习及考核（1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汽油发动机燃烧过程（35min）； 

运用讲述法给学生讲解发动机正常燃烧的三个过程及各个过程的特点；介

绍常见的不正常燃烧情况及其外部特征； 

3． 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几个组成部分结构及工作原理（10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同学讲解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以及各组成部分的

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4． 汽油发动机电控燃油供给系统（45min）； 

结合多媒体和讲授方法给同学介绍电控燃油系统等工作过程，及常见且重

要的传感器的功用、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 

5． 小结及作业（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燃油供给系统实物辅助教学 

小结 
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发动机的燃烧过程、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及

各部分的工作原理，并对汽油发动机电控燃油供给系统的工作过程进行了学习 

作业和思

考题 

1. 爆燃、表面点火； 

2. 发动机的燃烧过程； 

3. 汽油发动机电控燃油供给系统工作过程分析 

 



授课课次  8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三 发动机的供给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汽油发动机的传感器及尾气排放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汽油发动机常用传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掌握发动机的尾气控制方式                                                                                                                                                                                                      

教学重点 1． 掌握汽油发动机常用传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掌握汽油发动机常用传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课内容复习及考核（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汽油发动机常用传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95min）； 

运用讲授法结合多媒体资料为学生讲解汽油发动机常用的传感器的种类、

各传感器的功用结构组成以及工作原理。 

3． 发动机的尾气控制方式（50min）； 

运用讲授法让学生了解发动机尾气的成分、产生的原理，结合产生的原理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介绍常见的发动机使用的尾气控制装置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 

4． 前四模块内容复习及习题讲解。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 

小结 
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发动机上常用的传感器的功用、结构及工作原理，并对

发动机尾气排放控制技术进行学习。 

作业和思

考题 
4. 曲轴位置传感器的结构及原理 

 

 



授课课次  9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三 发动机的供给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柴油发动机的燃油供给系统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了解柴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功用； 

2． 掌握输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高压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输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柱塞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输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柱塞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 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柴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基本组成（10 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柴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特点、与汽油机燃油供

给系统的异同以及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过程。 

3. 输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15 min）； 

运用多媒体材料介绍输油泵的分类及各类的特点，讲解活塞式和叶片式输

油泵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4. 柱塞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30min）； 

通过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学生介绍柱塞泵的特点、结构组成、各组成部件的

功用和工作原理，介绍柱塞泵的全工作过程。 

5. VE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20min）； 

通过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学生比较 VE分配泵与柱塞泵的区别以及特点，讲解

VE泵的结构组成、各部件的功用、工作原理，以及 VE泵的全工作过程。 

6. 喷油器及供油提前器（15min）； 

运用讲授法介绍喷油器的分类以及各类的特点，讲解喷油器的结构组成及

工作过程；分析供油提前器功用、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7. 小结（5 min）；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柴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结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

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主要 



作业和思

考题 

1. 名词解释：偶件、最佳供油提前角 

2. 柱塞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授课课次  10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三 发动机的供给系统/ 模块四 发动机的辅助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点火系统及辅助系统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汽油发动机传统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掌握电子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4． 掌握火花塞间隙的测量方法 

5． 熟悉发动机冷却系统、润滑系统、起动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汽油发动机传统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电子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汽油发动机传统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电子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 min）； 

2. 汽油发动机传统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50 min）； 

3. 电子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30 min）； 

4. 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20min）； 

5. 点火系统结构认识及火花塞间隙测量（30 min）； 

6. 发动机冷却系统、润滑系统、起动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60min）； 

7. 小结（5 min）；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汽油发动机的点火系统统结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

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主要对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及发动机辅助系同进行 

作业和思

考题 

 

1. 传统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 

2. 无分电器微机控制点火系统工作原理 

 

 



授课课次  11 授课方式 实践授课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七 发动机总成拆装 

教学节次及名称 第一节 发动机虚拟拆装训练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掌握发动机拆装使用工具的类型； 

2．掌握发动机总成外围设备拆装流程与方法； 

3、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流程与方法； 

4、掌握配气机构拆装流程与方法。 

教学重点 

1． 掌握发动机总成外围设备拆装流程与方法； 

2． /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流程与方法； 

3． 掌握配气机构拆装流程与方法。 

教学难点   活塞连杆机构拆装流程 

教学内容  

一、发动机拆装使用工具的类型讲述（10min） 

    简介发动机拆装工具的种类与使用方法，学生通过虚拟拆装工具熟悉其使

用方法。 

二、发动机总成外围设备拆装（30min） 

学生通过虚拟拆装软件掌握发动机外围设备的拆装过程、使用工具及注意

事项； 

三、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设备拆装（30min） 

学生通过虚拟拆装软件掌握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过程、使用工具及注意事

项； 

四、发动机配气机构设备拆装（30min） 

学生通过虚拟拆装软件掌握配气机构的拆装过程、使用工具及注意事项；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虚拟拆装软件讲述为主 

小结 
本次课主要通过虚拟拆装软件给学生讲述发动机总成整体拆装流程与拆装

方法，使学生了解拆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作业和思

考题 
 

 

 

 

 

 



授课课次  12 授课方式 实习拆装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发动机实物拆装 

教学节次及名称 发动机实物拆装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帕森斯 1.8T 发动机的特点 

2． 掌握帕森斯 1.8T 发动机的组成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发动机的拆装流程及注意事项； 

4． 掌握拆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学重点 

1.掌握帕森斯 1.8T 发动机的组成结构及工作原理； 

2.掌握发动机的拆装流程及注意事项； 

3.掌握拆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学难点 
1.掌握发动机的拆装流程及注意事项； 

2.传动机构的正时调整。 

教学内容  

1. 发动机结构复习（5 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学生回顾汽油发动机的主要组成。 

2. 发动机外围拆装（50 min）； 

根据实物讲解发动机外围件的拆装顺序以及工具使用和注意事项。 

3. 曲柄连杆机构拆装（50 min）； 

通过实物讲解发动机内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方法、工具使用和注意事项。 

4. 配气机构拆装（40min）； 

通过实物讲解发动机内配气机构的拆装方法、工具使用和注意事项。 

5. 整机安装（50 min）； 

通过现场演示介绍传动机构正式调整的方法，讲解整机安装的顺序及注意

事项。 

6. 小结（5 min）；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学生动手实践训练为主，教师辅导为辅。在上节课虚拟拆装的基础上，

对发动机进行实物拆装。 

小结 
本节课主要对帕森斯 1.8T 发动机拆装，要求学生掌握拆装过程，熟练使用

拆装工具。 

作业和思

考题 
3. 总结发动机拆装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授课课次  13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六 传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离合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传动系统的结构及各组成部分功用； 

2． 熟悉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 

3． 掌握离合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传动系统的结构及各组成部分功用； 

2. 离合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传动系统的结构及各组成部分功用； 

2. 离合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传动系统的结构及各组成部分功用（20 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使学生了解传动系统的功用和组成以及各组成部分完

成的功能。 

3. 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15 min）； 

运用讲授法结合多媒体资料让学生了解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的分类以及各

类的特点。 

4. 离合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50 min）；（课程思政）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使学生理解离合器的结构以及工作的过程。目前国产

离合器已经能够全面覆盖国内各种车型产品并具有足够的研发、制造和供

货能力。在技术目标方面，离合器的可靠性和寿命指标要达到或接近国外

同类产品水平，传递转矩超过 3000牛米的大容量重型离合器要形成批量供

货，要掌握 AT、LTD、DCT和 DMF等关键技术，在离合器及其电子操控系统

的集成开发方面取得突破，建立离合器的综合自动检测系统，以及建立模

拟工况和实车试验标准，形成更为完善的离合器产品评价体系。 “十二五”

期间，汽车离合器行业形成了 5家左右年销售量超过 300万套的“小巨人”

企业和 10家左右年销售量超过 120 万套的规模企业，并出现产销规模进入

世界离合器行业前 10名的中国企业，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5. 小结（5 min）；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摩擦式离合器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主要对传动系进行介绍，并对摩擦式离合器进行详细学习 

作业和思

考题 

 

1. 传动系统的组成； 

2. 离合器的功用； 

 

 

 

 

 

 

 

 

 

 

 

 

 

 

 

 

 

 

 

 

 

 

 

 

 

 

 

 

 

 

 

 

 

 

 

 



授课课次  14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六 传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手动变速器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练手动变速器的结构； 

2． 熟练传动比的计算方法； 

3． 掌握手动变速器各档的工作原理； 

4． 掌握同步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5． 掌握手动变速器的安全装置。 

教学重点 

1. 掌握手动变速器各档的工作原理； 

2. 掌握同步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手动变速器的安全装置。 

教学难点 

1. 掌握手动变速器各档的工作原理； 

2. 掌握同步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手动变速器的安全装置。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手动变速器概述（20min）； 

通过讲授法给同学介绍手动变速器的基本功用，及依据不同分类标准的手

动变速器的分类； 

3. 传动比的计算方法（20min）； 

通过传动比定义的讲授，使学生理解变速器传动比的计算方法； 

4. 手动变速器各档的工作原理（5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讲解两轴式手动变速器的基本构造，及各档位的传动

路线； 

5. 同步器结构及工作原理（5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方法演示及讲解接合套换挡的原理，以及锁环式及锁销

式同步器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6. 手动变速器的安全装置（2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演示机讲解变速的操作机构及变速器安全装置，包括自

锁装置、互锁装置和倒挡装置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7. 手动变速器拆装实践（30min）； 

学生动手实施手动变速器的拆装实践。 

8. 课堂考核与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变速器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手动变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并对同步器的结构进行详

细学习 

作业和思

考题 

1. 传动比； 

2. 二轴式手动变速器的结构及格挡传动路线及传动比； 

3. 锁环式同步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授课课次  15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六 传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液力变矩器及行星齿轮机构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练液力变矩器的功用； 

2． 掌握液力变矩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特点； 

4． 掌握行星齿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液力变矩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同步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2. 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液力变矩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同步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2. 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运用讲授的方法回顾上节课所讲的重点及难点； 

2.液力变矩器概述（10min）；（课程思政） 

 运用讲授法介绍液力变矩器的特点及基本组成；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国产自动挡乘用车中，80%左右搭载的是进口自动变速器，

而剩下的 20%也主要来自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凭借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跨国公司从中国获取了惊人的超额利润，他们的自动变速器产品在中国的

售价是其本国售价的三倍，近几年的进口数字显示，每年仅自动变速器的

进口额就高达 100 亿元以上。更为严重的是，跨国公司还对中资企业自动

变速器进口实行严格的配额限制，以此来保持本国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优

势，使得中国一些整车企业不得不因此放弃自动挡汽车的生产。同时也导

致我国很多自主车型在自动变速器匹配上缺乏合作伙伴，汽车自动变速器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瓶颈。让学生感受国产自动变速器现状，

提高爱国主义情怀。 

3.液力变矩器结构及工作原理（40min）； 

 结合多媒体材料从液力耦合器引入，给同学讲解液力变矩器的变矩原理； 

4.行星齿轮机构结构及工作原理（35min）； 

 运用讲述法并结合多媒体材料让学生了解单排行星齿轮机构的组成及几

种运行模式，推到出行星齿轮机构的运动特征方程，并根据方程方向理解

其几种运动模式，计算推到出各运动模式的传动比及运动特征，深入理解

行星齿轮机构的运行机制； 

5.小结（5min）； 

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液力变矩器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液力变矩器及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为自动变

速器学习，打下基础。 

作业和思考题 
1. 液力变矩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行星齿轮机构的结构特点 

 



 

授课课次  16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六章 汽车传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自动变速器、万向传动装置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结构； 

2． 熟悉机械无极变速器及双离合变速器结构； 

3． 熟悉万向节传动装置的功用； 

4． 掌握万向节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 熟悉传动轴及中间支承的功用及结构组成。 

教学重点 
1. 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结构； 

2. 等速万向节的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结构； 

2.等速万向节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结构（50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自动变速器液压控制系统各部件及工作原理。 

3. 无极自动变速器和双离合自动变速器（40min）； 

运用讲述、视频及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学生讲述 cvt 无极自动变速器和 dsg 双

离合自动变速器。 

4. 万向节传动装置概述（15min）；  

运用讲述法和实物给学生讲述万向节的作用。 

5. 万向节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50min）； 

运用讲述法和实物给学生讲述不同类型万向节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6. 传动轴及中间支承（30min）； 

运用讲述法和实物给学生讲述不同类型传动轴和中间支撑组成及工作原

理。 

7. 小结（5min）； 

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自动变速器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小结 
本节课主要介绍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介绍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重点学习不等速万向万向节及等速万向节的传动过程。 

作业和思考题 
1. 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不等速万向节的不等速特性； 

 



 

授课课次  17 授课方式 实践授课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八 传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第二节 变速器 自动变速器的拆装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掌握自动变速器拆装使用工具的类型； 

2．掌握液力自动变速器的拆装流程与方法； 

3.掌握自动变速器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机构的传动原理 

 

教学重点 掌握液力自动变速器的拆装流程与方法； 

教学难点     液力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机构的拆装过程 

教学内容  

一、自动变速器拆装使用工具的类型讲述（10min） 

    运用实物认知的方法简介自动变速器拆装工具的种类与使用方法，学生通

过虚拟拆装工具熟悉其使用方法。 

二、液力自动变速器的拆装（80min） 

学生通过虚拟拆装软件掌握液力自动变速器的拆装过程； 

软件中工具的使用方法、自动变速器的拆卸流程、自动变速器的安装流程

以及虚拟拆装过程中运用现有知识储备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处理，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液力自动变速器的工作原理（10min） 

学生通过虚拟拆装软件掌握液力自动变速器液力变速器和行星齿轮机构的

工作原理。 

四、小节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虚拟拆装软件讲述为主 

小结 
本次课主要通过虚拟拆装软件给学生讲述自动变速器总成整体拆装流程与

拆装方法，使学生了解拆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作业和思

考题 
 

 

 



 

授课课次  18 授课方式 实习拆装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自动变速器实物拆装 

教学节次及名称 自动变速器实物拆装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的特点 

2． 掌握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的组成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的拆装流程及注意事项； 

4． 掌握拆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学重点 

1. 掌握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的组成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掌握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的拆装流程及注意事项； 

3. 掌握拆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学难点 
1.掌握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的拆装流程及注意事项； 

2.自动变速器各档传动路线。 

教学内容  

1. 自动变速器结构复习（5 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自动变速器前端拆装（50 min）； 

通过选择合适的拆装工具按照正确的拆装方法及流程对自动变速器的前端

附件进行拆卸。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离合器总成拆装（50 min）； 

通过选择合适的拆装工具按照正确的拆装方法及流程对自动变速器总成进

行拆卸。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制动器、输出轴拆装（40min）； 

通过选择合适的拆装工具按照正确的拆装方法及流程对自动变速器中的制

动器、离合器等部件进行拆卸。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5. 整机拆装（50 min）； 

通过选择合适的拆装工具按照正确的拆装方法及流程对自动变速器其余部

件进行拆卸并按照正确合适的流程进行安装。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6. 小结（5 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

及手段 

以学生动手实践训练为主，教师辅导为辅。在上节课虚拟拆装的基础上，

对自动变速器进行实物拆装。 

小结 
本节课主要对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拆装，要求学生掌握拆装过程，熟练使

用拆装工具。 



作业和思

考题 
总结丰田 01M 自动变速器拆装的流程及注意事项，并撰写实习报告。 

 



 

授课课次  19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六章 汽车传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汽车驱动桥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汽车驱动桥的功用； 

2． 掌握主减速器的结构及调整方法； 

3． 掌握差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主减速器的结构及调整方法； 

2. 差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主减速器的结构及调整方法； 

2. 差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汽车驱动桥概述（15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展示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驱动桥壳的概念、作用、组

成以及分类。 

3. 主减速器的结构及调整方法；（25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展示法给学生介绍主减速器的概念、作用、组成以及分

类。 

4. 差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45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展示法给学生介绍差速器的概念、作用、组成以及分类。 

5. 小结（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主减速器、差速器的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学习驱动桥的结构及工作过程。 

小结 
本节课主要驱动桥的结构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主减速器的结构及调整方

法及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的工作过程 



作业和思考题 1. 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的工作过程；



 

授课课次  20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七章汽车行驶系 

教学节次及名称 汽车行驶系 

教学目的与要求 

1． 了解半轴及四轮驱动结构及工作原理； 

2． 掌握行驶系统的结构及各组成结构间的相互关系； 

3． 掌握轮胎及车架的结构功用； 

 

教学重点 
1. 轮胎的规格标记及子午线轮胎的优点； 

2. 车轮定位参数； 

教学难点 
1. 轮胎的规格标记及子午线轮胎的优点； 

2. 车轮定位参数；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半轴及四轮驱动结构及工作原理（65min）； 

运用讲授法、观看视频法以及实物演示法给学生介绍半轴及四轮驱动的概

念、作用、组成以及分类。通过结合课程思政教学结合我国目前技术现状，

讲述四轮驱动技术在我国国产过程的困难，激发学生对该技术难关攻克的

决心与信心。 

3. 行驶系统概述（15min）； 

运用讲授法、观看视频法以及实物演示法给学生介绍行驶系统的作用、组

成以及分类。 

4. 轮胎的结构及功用（50min）； 

运用讲授法以及实物演示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轮胎的作用、组成以及分

类，以及轮胎的牌号规格。 

5. 车架、车轮定位参数（55min）； 

运用讲授法、观看视频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车架的概念、作用、组成以

及分类，并介绍不同定位参数的概念及作用。通过结合课程思政教学结合

我国目前车架车身技术现状，激发学生对该技术难关攻克的决心与信心。 

6. 小结（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驱动桥、主减速器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学

习行驶系的结构及工作过程。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行驶系的结构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轮胎结构、车轮定位

参数结构 

作业和思考题 
1. 轮胎标记； 

2. 车轮定位参数的概念及功用 

 



 

授课课次  21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六 汽车传动系统-第七章行驶系 

教学节次及名称 车桥及悬架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车桥与车架的功用 

2． 掌握悬架的结构及功用。 

教学重点 
1. 车轮定位参数； 

2. 悬架的结构组成及功用 

教学难点 
1. 车轮定位参数； 

2. 悬架的结构组成及功用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汽车车桥结构类型（20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车桥概述、支持桥、转向桥、转向驱动桥 

3.汽车车轮定位参数（20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前轮前束、车轮外倾角。 

3. 悬架（45min）； 

非独立悬架、独立悬架、主动悬架 

这几年，汽车行业的减配愈演愈烈，其中，悬架的减配尤为严重。不仅普

通合资品牌减配，就连德系豪华车旗舰车型也减配。减配之后，个别百万

元级别的德系豪华车旗舰车型的悬架用料，甚至和 10 万多元的国产自主

品牌、20 万元左右的韩系车差不多。从 2005 年左右开始，日系车在悬架

制造方面，大规模采用低成本冲压件替代高成本铸造件之后，利润大幅提

高。受日系车影响，以大众为代表的德系车随后也加入了减配、降低成本

的行列。而从调查来看，10万元以上国产自主品牌 SUV后悬架用料，基本

和 20 万元左右合资 SUV 后悬架用料相当，因此近些年我国国产车由于扎

实的用料正越来越多的占据着汽车市场份额。培养学生在工作中，严格要

求操作规范，培养责任意识和职业素养。 

4. 小结（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车桥、悬架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学习行驶

系的结构及工作过程。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行驶系的结构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车轮定位参数及悬架

结构 

作业和思考题 1. 车轮定位参数的概念及功用 

 



 

授课课次  22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模块七汽车行驶系、第八模块 汽车转向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悬架系统、机械转向系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悬架系统阻尼器的结构原理； 

2． 熟悉主动悬架、被动悬架及主动悬架的结构原理； 

3． 熟悉机械转向系的功用及组成及工作原理； 

4． 掌握机械转向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主动悬架控制逻辑； 

2. 机械转向系的工作原理； 

3. 掌握机械转向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机械转向系的工作原理； 

2. 掌握机械转向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阻尼器结构原理种类（30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结构展示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阻尼器的作用、结构组

成以及分类。 

2. 不同悬架类型的结构原理（30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结构展示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悬架的作用、结构组成

以及分类。包括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和主动悬架。通过结合课程思政教

学结合我国目前技术现状，讲述主动悬架在我国国产过程的困难，激发学

生对该技术难关攻克的决心与信心。 

3. 机械转向系概述（65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结构展示法给学生介绍转向系统的作用、结构组成以及

分类。 

4. 机械转向器（15min）； 

运用讲授法、视频展示法及实物结构展示法给学生介绍转向器的作用、结

构组成以及分类。包括齿轮齿条式、循环球式以及蜗杆指销式。 

5. 转向传动机构（15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结构展示法给学生介绍转向系统传动机构的结构组成

以及原理。 

6. 转向系统实验（40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结构展示法让学生理解转向系统结构。 

7. 小结（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机械转向器实物，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学习机械

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机械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机械转向器的

结构 

作业和思考题 1. 机械转向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授课课次  23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2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八模块 汽车转向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动力转向系/转向新技术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动力转向系的功用及类型； 

2． 掌握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电动液压式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4． 掌握电动机直接助力式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转向控制阀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转向控制阀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5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动力转向系统概述（25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动力转向系统的概念、作用、组成以及分类。 

3. 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20min）； 

运用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学生讲述液压转向加力装置中动力装置、执行机构、

控制元件、辅助元件的组成与原理。 

4. 电动液压式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15min）； 

运用讲述法给学生介绍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概念、种类。电动液压助力转

向系统的流量控制式和反力控制式两种工作原理。 

5.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10min）； 

运用讲述法给学生介绍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三种形式，即转向轴助力式、

齿轮助力式、齿条助力式的结构工作原理。 

6. 转向新技术介绍（10min） 

运用讲述法给学生介绍四轮转向及线控主动转向系统介绍。通过结合课程

思政教学结合我国目前技术现状，讲述 EPS 技术和线控转向技术在我国国产过

程的困难，激发学生对该技术难关攻克的决心与信心。 

7. 课堂考核与小结（10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转向器实物、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结构，多媒体、板书、

视频为辅，学习动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过程。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动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液压助力转向

系统、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 

作业和思考题 1. ESP 优点分析分析



 

授课课次  24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九模块 汽车制动系统 

教学节次及名称 传统制动系统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制动系统作用、分类、组成及工作原理等基本概念； 

2． 掌握行车制动器不同类型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 掌握驻车制动器不同类型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4． 熟悉制动传动装置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 熟悉伺服制动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行车制动器不同类型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1. 行车制动器不同类型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制动系统作用、分类、组成及工作原理等基本概念（25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制动系统的概念、作用、组成以及分类。 

3. 行车制动器不同类型的结构及工作原理（40min）； 

运用讲授法及视频展示法给学生介绍行车制动系统的概念、作用、组成以

及分类。 

4. 驻车制动器不同类型的结构及工作原理（35min）； 

运用讲授法及视频展示法给学生介绍行车制动系统的概念、作用、组成以

及分类。 

5. 制动系统结构认知及参数测量（30min）； 

通过实物参数测量让学生通透理解制动系统的结构。 

6. 制动传动装置的结构及工作原理（25min）； 

运用讲述法及现场实物教学法给学生讲述制动传动装置的组成以及工作

原理。 

7. 伺服制动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30min）； 

运用讲授法及视频展示法给学生介绍伺服制动系统的概念、作用、组成以

及分类。 

8. 小结（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结合制动器实物、制动参赛测量、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

学习制动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制动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行车制动系统中的

不同类型的盘式制动器及鼓式制动器结构原理。 

作业和思考题 无 

 



授课课次 26 授课方式 理实一体 课时安排 4 

教学章次及名称 第十模块 车身及电器设备 

教学节次及名称 汽车车身、汽车电器设备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熟悉汽车车身组成及汽车车身种类等基本概念； 

2． 熟悉汽车车身各组成部件的基本结构； 

3． 了解汽车货箱作用及类型； 

4． 熟悉汽车电器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1. 汽车车身各组成部件结构组成；

教学难点 无 

教学内容 

1. 上节内容复习及考核（10min）；

通过线上教学资源回顾上节课相关教学重点与难点

2. 汽车车身组成及汽车车身种类等基本概念（25min）；

运用讲授法及实物展示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车身的作用、组成以及分

类。

3. 汽车车身各组成部件的基本结构（40min）；

运用讲述法及视频展示法对车身本体、车身开启件、车身其他部件及车身

安全防护装置进行介绍。

4. 汽车货箱作用及类型（10min）；

运用讲授法给学生介绍不同类型汽车货箱的作用、组成以及分类。

5. 汽车电器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30min）；

通过讲述法及图片展示汽车仪表、汽车照明系统、汽车喇叭、汽车空调、

汽车总线及汽车音响。

6. 小结（5min）；

完成随堂考核，并总结本节课难点与重点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以讲授为主，多媒体、板书、视频为辅，学习汽车车身结构及电器设备的

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小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车身及电器设备结构类型及工作原理。重点学习汽车车身

各组成部件结构组成。 



作业和思考题 无 



附件7：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















附件8：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





附件10：课程团队成员和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意见



附件11：课程内容学术性评价意见



附件 12：其他材料

（1）获奖材料







（2）汽车构造课程 MOOC 资源使用情况

图 1 课程简介 

图 2 近 3 年多所院校学生选修情况 

课程网站：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07703#teachTeam



 

图 3 近 3 年选课学校数 

 

图 4 近三年教师与学生互动情况 

 

图 5 近 3 年多所院校学生测试参与及通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