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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直流电路的控制与检测

汽车上普遍采用低压(12 V)直流电源作为整车的供电，要掌握汽车电气系统的检维修方

法，就必须具备电学基础，理解电的基础知识，懂得电路的工作原理。本项目学习汽车直流

电路的控制与检测所需要的电学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汽车电路的组成及特点的认知、汽车电

路的特性参数的测量、串并联电路控制与分析、电路基本定律的应用与分析，为后续课程打

下坚实的基础。

学习任务一 汽车电路的组成及特点的认知

项目

一

学 标目习

素质目标：

养成独立思考、团队协作的好习惯；

培养学生敢于创新的精神；

规范课堂 6S 管理。

知识目标：

了解电的产生机理，懂得导体、绝缘体及半导体的区别；

理解电路的原理和电路各组成部分的作用；

掌握汽车电路组成部件及特点；

熟记常见的电路符号；

理解电路的四种状态。

技能目标：

掌握电路的规范连接方法；

掌握电路故障的分析与排除方法。

项目描述



在现代汽车中，采用了种类繁多的电气、电子部件与系统，从而确保车辆的正常运行。

对于每个从事汽车检维修的人来说，掌握电学的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复杂的单电源电路都是由简单电路组成的,掌握电路的基本原理和组成部分就能做

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辆吉利帝豪 450 前照灯在晚上行驶过程中突然不亮，你知道可能

是哪个部位出现问题吗?

电是怎么来的？ 电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电一般由发电厂来完成，常见的有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太阳能发

电等等。为了实现电的远距离运输，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再通过配电室来进行分配，传

输到各个用电的地区。通过地上或地下铺设的线路，运输到各个用户家中。

电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静止或移动的电荷所产生的物理现象。我们周围的任何物质都有

学习任务描述

学习内容

资料收集

引导问题 1



三种形态：固体、液体和气体。它们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原子组合构成的。原子则是由原子核

和电子组成，原子核位于原子中心，由质子(携带一个正电荷)和中子(不携带电荷)组成，电

子携带一个负电荷，物质 小的粒子是夸克，物质结构见图 1-1-1。电是像电子和质子这样

的亚原子粒子之间产生的排斥力和吸引力的一种属性。电子沿轨道围绕原子核做旋转运动,

原子核吸引力与电子旋转所产生离心力之间的平衡使每个电子保持着各自的运动轨道(壳

层)。壳层外部的电子称为价电子。价电子远离原子核,且较易脱离运行轨道。如果有一个良

好的通路或导体,电子就能够从一个原子流到另一个原子,这样就产生了电流。自然界的闪电

就是一种电现象。电磁力是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之一。

图 1-1-1 物质结构

电力是以电能作为动力的能源。发现于 19 世纪 70 年代，电力的发现和应用掀起了第

二次工业化高潮。成为人类历史 18 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之一，从此科技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

20 世纪出现的大规模电力系统是人类工程科学史上 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由发电、输

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力生产与消费系统。电力是一种很容易传输的能量形

式，不仅能用于人们生活，还被用来推动公共交通的发展。

导体、绝缘体与半导体有什么区别？

什么是导体、绝缘体、半导体?根据物质得到或失去电子的难易程度来判断。

引导问题 2



1、导体

拥有少于 4 个价电子的物质，易于传导电流的物质。导体中存在大量可自由移动的带

电粒子称为载流子。在外电场作用下，载流子作定向运动，形成明显的电流。金属是 常见

的一类导体。金属原子 外层的价电子很容易挣脱原子核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电子，浓度很

大，所以金属导体的导电能力通常比其他导体材料的大。金属导体的导电能力一般随温度降

低而增大。在极低温度下，某些金属与合金的导电能力大增而转化为“超导体”。

2、绝缘体

拥有 4 个以上价电子的物质，不善于传导电流的物质，又称为电介质。绝缘体和导体，

没有绝对的界限。绝缘体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导体。这里要注意：导电的原因：无论固

体还是液体，内部如果有能够自由移动的电子或者离子，那么它就可以导电。没有自由移动

的电荷，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产生导电粒子，那么它也可以成为导体。绝缘体是可以防止或

阻止电流流动的物质。采用该种材料包裹导线,可以起到绝缘、保护和防止电击等作用。

3、半导体

恰好拥有 4个价电子的物质，指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材料。是半

导体,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导电。

什么是电路？电路的作用及组成要素有哪些？

电路是用导线把电源、用电器（负载）、控制器

件等连接起来组成的电流流通的路径，如图 1-1-2 简

单的直流电路，在电路输入端加上电源使输入端产生

电势差，电路连通时即可工作。电流的存在可以通过 图 1-1-2 简单的直流电路

一些仪器测试出来，如电压表或电流表偏转、灯泡发光等；按照流过的电流性质，一般把它

分为两种：直流电通过的电路称为“直流电路”，交流电通过的电路称为“交流电路”。

电路的作用主要是：

（1）实现能量的转换和传输---电工电路

想一想：生活当中哪些是导体？哪些是绝缘体？哪些是半导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导问题 3



图 1-1-3 电能传输示意图

知识：电力 70 年成

就

（2）实现信号的传递和处理----电子电路

图 1-1-4 扩音机电路示意图

图 1-1-5 汽车电路信号传递

通常电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课程思政

介绍了电能的生产、传输和使用，以及中国电力建设 70 余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学生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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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设备或元件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电路符号表示。

表 1-1-1 几种常见的电工标准电路符号

电路模型：为了便于对实际电路进行分析和用数学进行描述，只考虑电气元件的主要电磁性

质，忽略其次要电磁性质，即把实际元件理想化，将实际电路转化为由理想元件组成的电路，

它是对实际电路电磁性质的科学抽象和概括。我们分析的都是电路模型，即理想化后的。

理想电路元件主要有电阻元件、电容元件、电感元件和电源元件。

电气元件的电磁性质： 电阻特性、电感特性、电容特性

电路图：每种电气元件都有与之对应的电气符号，将若干个电气符号用表示导线的线段连接

起来，就构成了电路图。电路图主要用于对电路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

图 1-1-9 实际电路图 图 1-1-10 理想化后电路图

电路有哪几种状态？引导问题 6

对于电气元件性质判断，学会抓主要矛盾，忽视次要矛盾，当组成电路的基本元件只有

电阻时，电路是不可能呈现出其他特性的，这是它的本质。



电路通常有三种基本状态,即通路、开路和短路。

( 1)通路。通路时,电路构成闭合回路,电路中有电流通过。

( 2)开路。开路时,电路断开,电路中无电流通过。开路又称断路。

( 3)短路。短路是电源未经负载而直接由导体构成的闭合回路。

例 试判断图 1-1-11 所示各电路的工作状态。哪种状态是超负载状态？

图 1-1-11 电路工作状态的判断

连接基本灯光控制电路并进行实验

一、 任务准备

1、 组织方式

（１）场地设施：每小组对应一套电器实验设施、一张实训工作台。

（２）实训工具：万用表、线束、可调锂离子电池模块、负载积木板、开关熔断丝积木板。

（３）学生组织：教师指导，按各实例知识讲解及实训进行自评、互评。

（４）检查实训任务：真实、完整、有效。

2、注意事项

（１）遵守场地安全规定，注意用电安全。

实施作业

案例 1 通过短路事故案例视频强调实训过程中要严遵守操作规程

案例 2 人的一生就像是在电路板上不断添加新的元器件、用导线连接，形成一生的电路。

过程中难以避免在哪个部分出现短路或是开路，或是与 初的电路构想不同，也就是人生

规划出了问题。找到问题的过程是艰辛的，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年，甚至有人年过半百又

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齐白石 55岁孑然一身开始他乡之旅， 终成为画坛巨匠，虽大器

晚成，却连成了独特的人生电路。



（２）插拔电气元件时一定要断电操作。

（３）在接线、拆线时，严禁用力拉扯线束。

（4）禁止使用万用表电阻挡或电流档去测电池电压。

二、操作步骤

要求学生按照工作页进行操作

步骤一：按照图 1-1-14 所示，接好实训电路；

图 1-1-12 电路的状态

步骤二：观察负载灯泡发光的状态。

( 1)识读电路原理图并说明元器件的作用。

电池:_______________;熔断器:___________________;

开关; _______________;灯泡: ____________________。

( 2)用导线按照示意图连接成完整电路,注意连接前先断开电源开关。

( 3)连接好电路,检查无误后闭合电源开关,仔细观察实训现象,并做好相关记录。 。

( 4)当开关断开时,电路处于_____________状态,此时灯泡_______________;当开关闭合时,

电路处于_____________状态,此时灯泡________________ 。

( 5)按照上述步骤把灯泡换成电动机,再次观察实训现象,并做好相关记录。

( 6)接通电路后,灯泡发光,说明此时电池提供的电能通过电流的形式转变成 ; 用手触摸

灯泡会觉得热,说明此时电流还能转变成____________。用电动机代替灯泡,是将电能转变成

________________;对电池充电,是将_____________转变成 _____________。

步骤三：实训过程与检查

实训四：评价与反馈



1、导体、绝缘体及半导体的区别是什么?

2、汽车电路的组成部分及特点？

3、电路有哪几种状态?

问题与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