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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理念下《汽车维修工程》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李倩倩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　焦作　454950）

【摘　要】文章在 OBE 理念下，以学生为中心，以目标为导向，从课程目标设置、毕业要求设置、教学内容设置、教

学方法设计和课程考核五个方面探讨了汽车维修工程课程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和理解其中的关键知识内容，培养学生

在复杂工程活动中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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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汽车维修工程》是与汽车类后市场相关专业的核心课

程，主要讲解了与汽车维修相关的理论知识，包括零部件失

效的机理分析、类型、原因、维修相关工艺介绍以及汽车维

护、汽车各部分典型故障的分析等。

《汽车维修工程》是一门对理论和实践要求较高的专业

课程，需要根据零部件的损伤情况进行鉴定，并制订相对应

的维修方案，甚至是对维修制度、施实方案标准等能进行一

定程度的改进，因此要求学生在充分学习理解理论知识的基

础上，能具有解决一定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

2 课程内容

2.1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具备如下知识和能力：

2.1.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2.1.2 掌握汽车维修的基本理论知识，初步了解汽车失

效的原因、维修工艺制度的制订、原则等。

2.1.3 能够根据车辆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故障进行初

步诊断，对检修的质量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价。

2.1.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坚毅，不怕困难和挫折

的品质。

2.2 教学内容及对应学时

课程理论教学内容及要求

《汽车维修工程》课程主要以讲授教学内容为主。同时，

在课堂内外进行线上线下教学，充分利用钉钉直播、大学生

慕课等网络平台提供教学资源，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效率。

本课程的课程目标、知识单元与学时分配见表 1。

2.3 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及要求

汽车维修工程课程实验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

以加强学生维修技术训练，着重于实验操作和实践技能的训

练，以期达到用所学电路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学生适应社会各方面工程实际需要打下良好的基础，使学生

初步具备维修车辆的能力。通过实验，使学生具备如下知识

和能力：

2.3.1 学会设备操作、报告撰写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在

实验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实验数据

的综合处理、归纳分析、得出实验结论的能力。

2.3.2 通过该实验课的基本训练，使学生学会正确使用

表 1 课程目标、知识单元与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对应的课程目标

1. 汽车可靠性理论基础

1.1 汽车可靠性概述

1.2 汽车故障分类及分布图

1.3 汽车可靠性设计及案例

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1．掌握汽车可靠性的评价指标；

2．汽车故障分类及分布图；3．理解系统可靠性的基

本概念。

重点：掌握汽车可靠性的评价指标；汽车故障分

类及分布图；掌握系统可靠性的基本概念。

难点：汽车故障分类及分布图。

4 0
课程目标1、

2、3、4

2. 汽车零部件的失效理论

1.1 汽车零部件失效概述

1.2 汽车零部件失效及典

型案例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1、掌握汽车零部件失效的定

义及分类；2、掌握汽车零部件的疲劳断裂、腐蚀、

磨损及变形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

重点：掌握汽车零部件的疲劳断裂、腐蚀、磨损

及变形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

难点：掌握汽车零部件的疲劳断裂、腐蚀、磨损

及变形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

4 0
课程目标1、

2、3、4

3. 汽车零件的修复工艺

3.1 汽车零件的修复方法

3.2 正确选择零件修复方

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汽车零件的修复方法；掌

握正确选择零件修复方法。

重点：掌握正确选择零件修复方法汽车零件的修

复方法；

难点：掌握正确选择零件修复方法汽车零件的修

复方法；

2 2
课程目标1、

2、3、4

4. 汽车维护和修理工艺

4.1 汽车维护和修理概述

4.2 汽车维护和修理工艺

组

4.3 汽车维护和修理示例

教学目的和要求：1、熟悉汽车以及维护项目和

二级维护项目；2、掌握如何分析汽车维修过程的经

济效益；3、掌握清洗汽车及零部件的流程。

重点： 掌握如何分析汽车维修过程的经济效益； 

清洗汽车及零部件的流程。

难点：汽车维护相关工艺流程

2 0
课程目标1、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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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常规的电气仪器仪表，训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本课程实验学时共 8学时，设 4个实验，如表 2所示。

3 教学方法和手段

3.1 教学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

重在应用的原则，特别是联系新课程改革的实际，运用教育

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解析生活和学校教育中的教育现象，揭

示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规律，以讲授法为主， 强调启发式教

学和案例教学，重视课堂中的师生互动， 力求真正体现学

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一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新课导入、

新课教学、总结、作业和反思。例如在讲解汽车零件失效章

节时，首先通过几张零部件失效图，或是引入某人进厂维修

零部件的案例，引导学生对本节课产生兴趣，同时获悉他们

本节课的任务即：零部件失效的程度、原因、维修的工艺方

法等。

3.2 考核评价

根据教学目标，通过设置作业、考勤、实验、试卷等不

同的权重比值对学生进行考核，这样灵活的设置更加侧重过

程性考核，若是有学生在期间获得相关职业证书可以直接免

考通过。

4 结论

汽车维修工程课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要

求学生理解并掌握其中的关键知识内容。文章从 OBE 背景

下，以学生为中心，以目标为导向，探讨了本门课程的教学

方法，这对于汽车维修工程课程的教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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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汽车发动机的修理

5.1 发动机的修理

5.2 发动机大修案例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发动机常见故障的特征和诊

断及排除方法；2、能熟练使用诊断工具。

重点：常见故障的现象及主要原因；

难点：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

2 4
课程目标1、

2、3、4

6. 汽车底盘的维修

6.1 汽车底盘的修理

6.2 变速器大修案例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1、熟悉传动系、转向系和制

动系常见故障的类型；2、能分析故障的主要原因；3、

了解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方法。

重点：传动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常见故障的类型

及主要原因；

难点：传动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常见故障的诊断

方法。

4 0
课程目标1、

2、3、4

7. 汽车车身的维修

7.1 汽车车身维修的工艺流程

7.2 车漆修复的工艺流程

教学目的和要求：1、熟悉车身尺寸的测量方法 2、了

解轿车车身的矫正方法 3、车漆修复的方法

重点：车身尺寸的测量

难点：轿车车身的矫正

4 0
课程目标1、

2、3、4

8. 汽车电子电器维修

8.1 汽车电器维修方法

8.2 汽车电器维修工艺方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1、熟悉汽车的一般电气设备

常见故障的类型 ;2、能分析常见故障的原因 ;3、基

本 .掌握充电系、起动系、仪表、照明与信号装置常

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方法。

重点：汽车一般电气设备常见故障的类型及主要

原因；

难点：汽车一般电气设备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2 2
课程目标1、

2、3、4

表 2 实验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内容与要求 学时 实验类别 实验类型 每组人数 必做 /选做

11 气缸磨损量测量 使用量缸对气缸的磨损量进行测量 2 技术基础 综合 2 必做

22 气缸压缩压力检测 检测气缸的压力 2
技术基础

综合 2 必做

33 汽车电器实验 汽车电动转向助力及 ABS 结构认知 2 技术基础 综合 1 必做

44
汽车典型零件机械加工

工艺过程虚拟实验
汽车典型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2

技术基础
综合 1 必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