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的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

机） 
课程代码 CL290020 

适用专业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授课学期 4 
总学时 64 学分 4 

二、课程性质及任务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面向汽车售后服务岗位能力

进行培养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构建于《汽车机械基础》、《汽车概论》、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等课程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以农

业机械柴油机结构与维修为主要内容，以行动导向组织教学过程，使学生能够利

用检测设备和维修工具对发动机机械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及零部件检修，同时注重

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 

三、课程设计思路 

通过学习情境教学及任务驱动的项目教学的活动，重点培养学生农业机械柴

油机维修保养的核心职业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维护、故

障诊断、故障部件的拆卸与更换、安装与调试。对学生汽车检修技术、汽车技术

服务的职业素质养成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承接前修课程的能力培养，并为后续

课程的综合能力奠定基础。 

四、教学目标与要求 

（一）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 

2.具有与客户沟通，处理客户建议和要求的能力； 

3.遵守汽修企业管理制度、遵守安全生产规范和具有一定组织管理与协调工

作的能力； 

4.具有团结协作的能力； 

5.具有精益求精、诚实苦干的品质。 

2.知识目标： 

1.掌握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能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保养、维护作业； 

3.能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拆装、检测、零部件检验与调试； 

4.能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动力线路图的识读和分析； 

5.能进行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6.依据行业规范、利用相关资源制定维修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与评估，撰

写维修质量报告； 

7.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 

8.遵守安全、环保等法规。 

能力目标： 

1.熟练使用发动机机械维修通用工具、专用工具； 

2.能够完成一般农业机械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的检查作业； 

3.能够按照维修手册对农业机械系统进行检测、故障诊断、维修以及检查验

收； 

4.能够掌握现代轿车发动机机械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相关技术规范； 

5.能够正确使用各种工具、量具和设备（如万用表、故障诊断设备）对柴油

机进行故障诊断。 

（二）教学要求 

本课程标准的总体设计思路是： 

1. 以服务客户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 

在注重理论学习的同时，突出教学与企业实际应用的结合，将企业维修场景

引入教学。 

2. 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式 

用典型的工作任务来培养学生的安装、调试和检测维修的实际职业能力。 

3. 循序渐进原则 

按循序渐进的方式培养学生遵守操作章程，严格按照标准填写工单、反馈维

修信息的习惯。逐步培养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改革考核模式 

将考核的方式由单一的理论测试改为过程考核和理论考核的综合考核方式，

提高应用能力。 



 

五、课程结构与内容  

1.教学内容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教学内容见表 2。 

表 2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内容 

（工作任务或教学

单元或模块） 

子情境/子项目/子任务 
知识、技能内容与要求

（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参考

学时 

1.1 发动机总体构造与

原理分析； 
描述发动机的总体结构 2 

1 
学习情境一 汽车发

动机总论 
1.2 发动机总体认识； 描述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2 

2.1 曲柄连杆机构构造

与维修分析； 
设置曲柄连杆机构故障 4 

2.2 曲柄连杆机构的拆

装； 
拆装曲柄连杆机构 4 

2.3 曲轴飞轮组的检查

和维修； 
设置曲轴飞轮组故障 4 

2.4 气缸体、气缸盖的

检查与维修； 
检测气缸体、气缸盖并

维修 
4 

2.5 连杆的检验与校

正； 
检测连杆机构 4 

2.6 活塞组的检查与维

修； 
检测活塞组并修理 2 

2 
学习情境二 曲柄连

杆机构构造与维修 

2.7 气缸压力的测量； 检测气缸压力 2 

3.1 配气机构构造与维

修分析； 
设置配气机构故障 2 

3.2 配气机构的拆装； 拆装配气机构 4 

3.3 气门间隙的检查与

调整； 
检测气门间隙并调整 4 3 

学习情境三 配气机

构构造与维修 

3.4 气门与气门座的修

理； 
设置气门与气门座故障 2 

5.1 柴油机供给系构造

与维修分析； 
设置柴油机供给系故障 2 

5.2 喷油器、喷油泵的

拆装； 
拆装喷油器、喷油泵 2 

5.3 喷油泵的检查与调

试； 
检测喷油泵并调试 2 

4 
学习情境五 柴油机

燃油系构造与维修 

5.4 喷油器的检查与调

试； 
检测喷油器并调试 2 



5.5 柴油机供给系的维

护； 
维护柴油机供给系 4 

6.1 冷却系构造与维修

分析； 
设置冷却系故障 2 

5 
学习情境六 冷却系

构造与维修 6.2 冷却系的拆装与维

修； 
拆装冷却系并维修 2 

7.1 润滑系构造与维修

分析； 
设置润滑系故障 2 

6 
学习情境七 润滑系

的构造与维修 7.2 润滑系的拆装与维

修； 
拆装润滑系并维修 2 

8.1 发动机装配与调

试； 
装配发动机并调试 2 

7 
学习情境八 发动机

装配、调整与磨合 
8.2 发动机磨合； 对发动机进行磨合 2 

2.课程思政 

   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重点培育学生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

精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使学生成长为心

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技术性人才。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明确课程

思政教学目标，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爱

党、爱国、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培养科学精神。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学计

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见表 3。 

  表 3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课程思政设计 

序

号 
知识点 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 配气机构 

配气机构的精确运行，

传递这精益求精的大

国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2 发动机拆装 拆装方法要掌握牢靠 增强学生做事要脚踏实地，培养创新精神 

3 燃油系统检修 

精确控制燃油的喷射，

不仅越来越省油，也

提高了燃油利用率 

培养学生节约意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    

六、实施和保障 

（一）教师要求 

本课程实施由专业教师、实验指导教师、企业兼职教师共同完成。专业教师

具有解决汽车传动系统故障的能力，根据课程教学需要提供故障维修案例，制作

与内容相对应的教学课件，提供课程网站、虚拟实训条件等。 

（二）实践教学条件要求 

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具有多媒体教学区和理实一体化教室；



学生讨论区和过程记录区、检测和维修工作台；检修工具和检测设备仪器；汽车

发动机机械系统实训室一间。 

（三）教学方法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

以工作任务引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 

2、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是现场教学，应选用“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为载体，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示范和学生分组讨论、训练互动，学生提问与教师解答、指

导有机结合，让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会进行汽车维修的预约、接车与交车

等工作。 

3、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工作情景，同时应加大实操的容量，加强实操项

目的训练，在实践实操过程中，使学生掌握汽车维修接待技能，提高学生的岗位

适应能力。 

4、在教学过程中，要应用多媒体、投影等教学资源辅助教学，帮助学生熟

悉汽车维修服务过程及技术要求。 

5、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本专业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发展趋势，

贴近企业、贴近生产。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努力培养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的创新精神和职业能力。 

6、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 

（四）教材选用和编写建议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柴油机）》讲义、任务工单、实践指导书、典型车型

维修手册、接车修理工单等，为学生完成学习性工作任务提供参考。 

（五）课程资源    

（1）注重课程资源和现代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有利于创设

形象生动的工作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

时，建议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建立多媒体课程资源的数据库，努力实现跨学院

多媒体资源的共享，以提高课程资源利用效率。 
（3）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诸如电子书籍、电子期刊、

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网上信息资源，使教学从单一媒体

向多种媒体转变；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学生单独学习向

合作学习转变。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

间。 
（4）产学合作开发实训课程资源，充分利用本行业典型的生产企业的资源，

进行产学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实践“做中学、学中做、边做边学”的育人理

念，满足学生的实习实训，同时为学生的就业创造机会。 



（5）建立本专业开放实训室及实训基地，使之具备现场教学、实训、职业

技能形成功能，实现“教、学、练、做”一体化，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

求。 

 

七、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考核的方法，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每一次考核过程都包

含理论和实操部分 

过程考核 

素质考评 实操考评 记录与总结考评 卷面考评 考评方式 

10 40 10 40 

考评实施 由指导教师

根据学生表

现集中考核 

由实训指导教师对

学生进行项目操作

考核。 

由实训指导教师对学

生进行项目操作考

核。 

按照教考分离原

则，由学校教务

处组织考核。 

考评标准 根据遵守设

备安全、人

身安全、学

习态度及是

否遵守纪律

等情况进行

打分。 

 

主要考核以下方

面：  

单据使用正确性； 

操作过程正确性； 

任务完成质量。 

 

主要考核以下方面： 

记录的准确性； 

总结是否完善 

建议题型： 

单项选择题 

判断题 

简答题 

分析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