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52022 年第 4 卷第 11 期 教育前沿

《汽车柴油发动机疑难故障诊断与排除》课程教学实施
——以喷油器维修为例

罗　蓉

（广西二轻技师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我校根据人社部颁布的《汽车维修专业国家技能人才培

养标准及一体化课程规范（试行）》，结合本地区商用车后市场发展新格局，确定以培养服务区域经济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重型车维修

人才为目标，对接博世柴油系统服务中心维修工岗位标准，制定《汽车柴油发动机疑难故障诊断与排除》课程标准，确定本课程是我校

汽车维修专业高级技能培养层次的一门工学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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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整体设计

（一）教学内容

依据汽车维修专业高级工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对接

商用车维修技师、售后服务顾问等岗位职业标准，融入汽车维修

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要求和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

维修技能大赛竞赛项目，选用机械工业出版社教材《柴油发动机

高压共轨电控系统原理与故障检修》以及校企合作开发的活页式

学材。校企协同合作深入探讨“汽车柴油发动机疑难故障诊断与

排除”作业流程，对标汽车维修手册，强化维修技能，辅以岗位

职责运用，注重专业能力培养，构建“柴油发动机无法启动故障

诊断与排除、柴油发动机动力不足故障诊断与排除、柴油发动机

冒黑烟故障诊断与排除、柴油发动机尿素指示灯常亮故障诊断与

排除”等四个典型工作任务的课程体系，教学项目内容循序渐进，

符合中职学生的学习认知规律。

柴油发动机冒黑烟故障诊断与排除项目的内容，培养学生运

用柴油发动机诊断设备与检测工具“检修”冒黑烟故障这一问题。

以“柴油发动机冒黑烟故障诊断与排除”为任务起点，以“柴油

发动机喷油器检测维修”为学习主线，以“模拟企业真实工作任

务”为学习导线，以“线上线下结合”为教学内容亮点，以弘扬“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强调“操作规范、安全素养”为思政要素，

使用校企合作开发活页式学材、机械工业出版社教材《柴油发动

机高压共轨电控系统原理与故障检修》教材、《汽车柴油发动机

疑难故障诊断与排除》课程题库、学习通等信息化手段，有效的

达成了培养学生“能用喷油器检测设备工具对喷油器进行检修、

主动学习、守法敬业”的教学目标。

（二）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为汽车维修专业 19 汽车维修 1 班（五年制）学生，

全班 24 人，结合学生实际，按照组内异质原则分成 4 个小组，每

组 6 个人。根据任务二柴油发动机动力不足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实

操考核成绩和学习通平台，课前发布学习任务及测试，获取学生

测试成绩及课前预习情况反馈，从学生的认知习惯、知识与技能

基础和学生特点三方面进行学情综合分析。

1. 认知习惯

（1）学生喜欢边学边练，用实践操作验证理论；

（2）学生习惯模仿操作，缺乏自主思考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

及与人就专业内容沟通交流的思路。

2. 知识与技能基础

（1）学生能认识柴油发动机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学生能够理解柴油发动机传感器的控制原理；

（3）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商用车检测诊断仪、万用表、试灯等

设备和工具。

3. 学习特点

（1）学生对汽车维修真实环境有强烈的好奇心；

（2）92% 的学生更偏爱真实动手操作，喜欢微课、动画等信

息化手段加强技能训练。

（三）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方案，按照国家技能人才培养标准→本校汽车维修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汽车柴油发动机疑难故障诊断与排除》课

程目标→“汽车柴油发动机冒黑烟故障诊断与排除→喷油器维修”

学习任务目标逐级递进，结合学情分析，按照培养学生思想政治、

岗位能力要求和综合职业能力的要求，本任务制定了再现→重组

→迁移三个层次的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通平台自主学习喷油器微课视频，能

在视频中查到喷油器的作用、结构及工作原理，在学习通平台班

级群进行展示，能独立完成学习通平台课前测试题。

2. 技能目标

（1）明确喷油器的维修任务，能通过接车试车，观看视频，

查阅资料，运用故障树分析法，能合作制定符合《东风乘龙 M3

重型车维修手册》技术标准的故障诊断方案。

（2）参照《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技术标准》柴油

发动机维修模块要求，能通过角色扮演，在规定时间内，规范使用

E800 故障诊断仪，能合作完成喷油器故障的看、听、读、诊和排流程，

找到故障点，用学习通平台的“笔记”功能拍照记录关键操作步骤。

（3）结合自身学习情况客观进行自评，完成分层内容的学习，

能规范使用 F700 高压共轨试验台进行喷油器调试的检验流程，并

记录检验结果。

（4）4. 公平客观完成自评与互评，以小组形式分享总结，能

提出改进建议，按照 6S 管理规定恢复场地。

3. 素质目标：根据课中学习通平台记录的操作流程图片，梳

理喷油器故障诊断思路，能用手机独立制作 PPT 展示所学的喷油

器维修的工作流程，并上传至学习通平台。

二、教学实施

（一）教学组织

课程教学过程实施的总体设计思路是：

遵循汽车维修工作流程，结合学情分析，进一步深化“项目

导向，工学结合，三个阶段，综合评价”的教学策略。以“柴油

发动机冒黑烟”等真实工作任务为导向，充分利用卡巴驿家、共

轨之家、电喷之家、学习通等学习资源平台开展教学。借助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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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高技能实训基地和校外博世柴油系统服务中心技能训练真

实现场强化汽车喷油器维修技能操作，创设情境强化岗位技能运

用。实施课前“测基础”、课中“导情境、探新知、演技能、练技能、

展技能、总结评价”、课后“知识巩固拓展”三阶段八大教学环节。

构建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全面反映学习成效。

以任务五喷油器维修为例，阐述课堂教学实施过程。（如图

5 所示）

1. 课前自学。自主学习：借助学习通平台发布喷油器维修学

习任务，学生自主学习，观看微课视频，了解喷油器精修大师的

使用，并在学习通平台完成课前测试，教师根据学生在平台学习

和测试结果的情况，为课堂学习奠定基础，实时调整教学策略。

2. 课中互动。导：基于“王先生有一台乘龙商用车，行驶过

程中发动机冒黑烟，加速动力不足。经过维修技师检测确定为喷

油器故障，需对喷油器内部零件进行维修检测。”真实工作情境，

创设喷油器精修学习任务。

探：教师精讲喷油器精修作业的流程、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学生小组讨论，明确学习任务。

演：教师示范操作使用喷油器精修大师对喷油器进行维修检

测，重点强调维修作业的流程、操作方法。

练：借助喷油器实物和喷油器精修大师和 F816 试验台练习喷

油器维修检测作业，教师巡回指导。训练过程中培养严谨细致、

认真负责的职业意识，规范岗位职责，强化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

展：组织喷油器维修检测技能大比拼活动，学生通过技能展

示获得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评：结合喷油器精修大师智能精密维修报告和 F816 试验台测

试报告，开展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和企业评价，使得

所学知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 巩固拓展。学习通平台线上测试巩固所学，精准帮扶未达

标学生，实现达标全覆盖。企业导师发布进阶任务，学生自主学

习并将成果上传平台。

（二）实训条件

根据校企双制，融入企业入校、产教融合、校办企业等企业

生产标准，依托 2017 年国家级和 2019 年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建设项目，建设成集“教、培、鉴、服”四位一体的生产

性商用车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目前设有 3 间柴油共轨实训车间，

4 个整车实训工区，占地面积高达 1100 多平方米。主要设备有：

F816 喷油器主试验台，F700 高压共轨试验台、尿素泵试验台、商

用车专用示波器、商用车智能诊断仪、柴油共轨电控柴油发动机

实训台架、长城皮卡风骏 5 实训车，东风乘龙 M3 实训车等共计

76 台套，总价值 280 万元。满足对商用车柴油发动机故障诊断与

排除、柴油发动机高压共轨技术、柴油发动机喷油器检测、柴油

发动机高压油泵检测、商用车后处理检测等课程的学习，达到在

校生的培训、企业岗前人员培训，企业入校和校办企业的产教融

合等商用车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

（三）综合评价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对接行业、企业制定考核标准，

组建教师、企业、学生、系统平台等多元评价主体，设计学生实

践技能、理论运用、劳动精神、职业素养多维评价视角的评价内容，

构建“多元主体 + 多维视角”的全过程评价方式，关注个性学习“喷

油器故障排除率”开展增值评价，发挥评价的激励与促进作用。

（四）课程思政

以用心服务，用爱修车，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精益求

精工匠精神为主线、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

过程。在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中导入汽车维修真实任务案例，融

入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引导学生既要勤学理论、勤

练技能，精于专业，又要诚于品德。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团队、

技术能手等榜样示范，以身示教，强化技能训练中劳动体验设计，

培育“认真负责、开拓进取”的职业意识，涵养学生严谨细致的

职业态度，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爱岗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课堂教学，从而发挥传统榜样、岗位榜样、

身边榜样的引领作用。

四、反思和改进

（一）特色创新

1. 建设有国家级“商用车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依托 2017

年国家级和 2019 年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着力

解决商用车维修高技能人才短缺、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就业市场混乱、教育体系滞后等问题，在商用车后市场、职业院

校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行业、职业院校影响力的商用车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促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及行业的良性发展。

2. 多样化教学组织，多维度、多元化教学评价，打造高效课

堂。能够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活动，让学

生能够学以致用，巩固知识。学生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

学生为主体，采用信息化手段，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维度、多元

化教学评价，让企业检验教师的教学成果，能够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让学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增强自信心。

3. 渗透思政、德技双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喷油器的检

测的方法，学生具备精益求精、榜样示范的工匠精神；具备严谨

细致、勤学理论、勤练技能，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的职业素养和

“认真负责、开拓进取”的职业意识，具有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

爱岗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

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担当。

（二）教学反思

1. 进一步开发线上教学资源。随着汽车维修新技术、新设备

不断更新，课程前期建设资源需要因时而变，加强与企业导师的

研讨，开发建设教学资源。并在常态化教学的基础上，总结教学

经验，完善线上教学策略。

2. 进一步优化教学评价，促进教学改革创新。针对汽车柴油

发动机疑难故障诊断与排除课程评价体系不够全面等问题，在教

学过程中需要精准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根据教学目标、教学任务、

学情特点设置增值评价指标，优化评价程序与实施办法，完善增

值评价体系，体现增值性、客观性、全面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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