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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发动机实训

课程代码：21062040

总学时数：24 学时

适用专业：新能源汽车技术

1 课程概述

1.1 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综合实践课程，是三年制大专新能源汽车技

术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实践课程之一。其功能在于培养学生具备汽车发动机正确

拆装和检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1.2、课程定位

汽车发动机实训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汽车大

类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必修课和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发动机实训，对学

生进行基本劳动技能、基本思想作风等方面的教育；让学生了解汽车的结构与原

理；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后续的理论课程和今后的工作实

践打下坚实基础，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3 课程设计思路

1.根据课程体系赋予本课程的地位作用，确定教学目标根据课程体系赋予本

课程的地位作用，本课程确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机械制造技能夯

实基础。

2.采用“感知一理论学习一示范一练习一反馈一强化一总体评价”七步教学

法。规范操作，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在学习汽车拆装技能课前，组织学生到汽

车维修企业见习，了解实际工作情景，

3.借鉴企业工业案例，进行项目载体的选择针对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以“案

例化”为目标，以来自企业并经过教学加工的典型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按

照案例的工作过程整合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并按照其工作过程实施教学，充分采

用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融知识、技能、素养于案例训练之中，实施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的教学，以先会后懂为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

通过教学过程的设计，使以教师指导为主向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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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借力于专业群建设，构建“教学工厂”实训室积极与企业合作，让企业参

与到专业实训室的规划和建设中来，营造出与生产现场相同的教学环境，同时积

极引入企业进校园，构建“教学工厂”，使学生能够在实际生产环境下训练，较

好地掌握核心技能和产品质量意识。在学生训练过程中，将企业的质量管理引入

到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注重学生的规范作业以及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等“软技

能”的培养

2. 课程基本目标

1、知识目标

(1）进一步理解掌握汽车发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2）学会识别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配件知识；

(3）熟悉根据发动机的技术要求拆装发动机；

2、职业技能目标

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汽车发动机总成大修内容和发动机总装与调试技术要

求，包括发动机总成的清洗、解体、零件的清洗、检验、修理、总成装配及调试

等，掌握发动机大修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求，会正确使用和保养工具、量具、检

测设备、维修设备。

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1）养成主动探索知识获取方法以提高学习效率的习惯；

（2）养成团队合作、质量、环保、效率意识；

（3）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

（4）具备探索新知识，主动学习的态度。

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无

3、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3.1 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1．课程开发以汽车工业的工作任务分析为基础，课程内容均来自工作任务

模块的转换，建立的以工作体系为基础的课程内容体系。

2．课程内容以具体化的工作项目或任务为载体，每个项目或任务都包括实

践知识、理论知识和职业态度等内容，是相对完整的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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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项目”或“任务”设置上，充分考虑学生的

个性发展，保留学生的自主选择空间，兼顾学生的职业发展

3.2 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本课程为实践课，主要在实训室教室进行教学。还可利用云班课在网上教学

平台上传相关视频资料供学生自学。

3.3 课程教学内容

序

号
工作任务 知识内容与要求 技能内容与要求

素质内容

及要求

参

考

学

时

1
基本拆装工

具认知

1、了解发动机拆装

常用工具的名称；

2、熟悉发动机拆装

常用工具的用途。

能熟练使用各种发

动机拆装工具，并且

完成相应实训工单。

1、培养学

生严肃、

认真一丝

不苟的学

习工作作

风。

2、培养学

生勤于思

考、做事

认真的良

好作风。

3、培养学

生自学能

力与自我

发 展 能

力。

4、培养学

生的沟通

能力及团

2

2
发动机总体

认知实训

1、了解本次实习全

任务安排，严格遵守

实习的安全原则、劳

动纪律和考核要求；

2、了解发动机拆卸

原则；

3、熟悉整机结构。

能够完成的复述出

发动机各结构部分

名称及拆卸顺序，并

且完成实训工单。

2

3
发动机外部

附件的拆装

1、掌握发动机外部

附件解体的方法和

步骤；

2、熟悉外部附件中

各部件的名称、作用

和结构特点。

能够熟练进行发动

机外部附件的拆装，

并且完成对应实训

工单。

2

4
活塞连杆组

的拆装

1.熟悉曲柄连杆机

构的装配关系和运

能够熟练的拆装发

动机活塞连杆组，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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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作精

神。

5、培养学

生分析问

题、解决

问题的能

力。

6、培养学

生的自我

管理、自

我约束能

力。

动情况；

2.熟识活塞连杆组

的装配标记；

3.掌握活塞连杆组

的拆装要领；

4.熟悉活塞连杆组

的检测内容。

且完成对应实训工

单。

5 曲轴飞轮组

1.熟悉曲轴的结构、

定位和密封；

2.掌握曲轴的拆装

要领；

3.熟悉曲轴径向及

轴向间隙的测量。

能够熟练的拆装发

动机曲轴飞轮组，并

能完成对应工单。

2

6

气缸盖、气

缸体的拆装

与检测

1.熟悉气缸盖、气缸

体及气缸的结构特

点；

2.熟悉气缸盖与气

缸体的平面度测量

要领；

3.熟悉气缸圆度及

圆柱度的测量要领。

能够熟练拆装、检测

发动机气缸盖，并完

成对应工单。

2

7
配气机构的

拆装

1.掌握进、排气凸轮

轴的正确拆装方法；

2.掌握气缸盖的正

确拆装方法；

3.掌握发动机配气

正时的调整方法；

4.熟识配气正时装

配标记。

能够熟练使用专用

工具对气门组进行

正确拆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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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气门组的检

测及气门间

隙的调整

1.掌握气门间隙调

整的原则和方法；

2.能够对气门进行

基本的检测。

1.能够准确确定各

缸压缩上止点；

2.能够对可调气门

间隙进行熟练调整。

4

9
润滑系统的

拆装

1.掌握润滑系主要

机件的拆装要领。

2.能够正确分析出

润滑系的油路。

能够熟练拆装清洗

机油滤清器；

能够熟练拆装机油

泵

2

复习、考试 2

合计学时 24

4 实施建议

4.1 教学组织建议

1．教师应依据工作任务中的典型产品为载体安排和组织教学活动。

2．本课程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资源，学校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

师相结合，注重学做结合，“教”与“学”互动，做中学，学中做，强化学生实

践能力和岗位职业能力的提高。

3．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工作情境，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可以紧密结合相

关职业技能证书的考核，使学生掌握汽车拆装的各种基本能力的相关知识。

4．教师应以学习者为主体设计教学结构，激发学习者参与教学活动，提高

学习者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者信心与成就感。教学活动可根据内容特点选择在

“教学做”一体化教室或实训基地进行，引入企业对应工作岗位，采用任务驱动、

情景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完成项目任务。

5．教学中应当多联系工程案例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学习积极性。教师应指导

学习者完整地完成项目，并将有关知识、技能与职业道德和情感有机融合

4.2 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①平时考核占 50%，以每个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内容，主要通过指

导老师的现场观察，以学生在拆装过程中的素质养成表现与技能技巧的形成为主

要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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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考试占 50%。主要以现场发动机某一部分的拆装进行考核。

教学过程评价

对学生实行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考核，通过各种不同的考试形式激发学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

团队活动的合作能力；职业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体现。采用阶段评价，过程

性评价与目标评价相结合，项目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模式。

4、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序号 任务模块 考核标准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1 基本拆装工具认知 能否熟练使用工具

教师评定

学生自评

小组互评

10%

2
发动机总体认知实训 对发动机各组成部分

及工作原理是否熟悉
10%

3
发动机外部附件的拆

装

能否熟练拆装发动机

外部附件
10%

4 活塞连杆组的拆装
能够熟练拆装发动机

连杆组
12%

5 曲轴飞轮组
能否熟练拆装发动机

曲轴飞轮组
12%

6
气缸盖、气缸体的拆装

与检测

能否熟练检测气缸体

汽缸盖是否合格
12%

7 配气机构的拆装
能否熟练拆装配气机

构
12%

8
气门组的检测及气门

间隙的调整

能否熟练对气门组进

行检测
12%

9 润滑系统的拆装
能否熟练拆装润滑系

统相应部件
10%

4.3 教材选用

《汽车发动机拆装实训指导书》吴宽 校本教材

4.4 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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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讲教师必须由相关专业毕业，掌握汽车发动机拆装知识。

4.5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1）学生已具备的预备知识：

学生应已完成《汽车机械基础》、《汽车构造》等先置课程，有一定的汽车

专业知识基础。

（2）授课条件：

应采用实训教室授课，并具有相应的实训设备。

4.6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充分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多媒体课程资源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

网站和电子论坛等信息资源，使教学媒体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使教学活

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使学生从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

4.7 其它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