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 17021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 适用专业 
3 年制高职
新能源汽车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学时/学分 45/3 
编制人 解梦秋 审核人  

编制时间  审核时间  

课程定位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专业、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和汽车营销专业

等汽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从事汽车检测、维修与销

售的机械方面基本素质及技能，同时为后续的维修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汽车机械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及相关的操作技能能够

对汽车中常用的机械机构及零部件进行分析，为后续的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其任务是培养学生掌握汽车方面的基本机

械知识，掌握各种不同机构的定义、组成、作用及应用；掌握不同零部件的结构、作用及选

用；掌握汽车中常用的材料类型及特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对汽车中常用机构进行结构及原理分析；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部

件作用进行分析；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部件的类型进行选用；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零部件的材质

进行分析、选用。掌握汽车机械结构的分析方法。为汽车构造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 

二、课程对应的岗位及能力要求 

岗位任务 能力要求 

  

     

      

      

三、课程基本目标 

能力描

述 
知识目标 职业技能目标 职业素养目标 

专业 

能力 

掌握各种不同机构的定

义、组成、作用及应用； 

掌握不同零部件的结构、

作用及选用； 

掌握汽车中常用的材料类

型及特点。 

 

能够对汽车中常用机构进

行结构及原理分析； 

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部件作

用进行分析 

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部件的

类型进行选用； 

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零部件

的材质进行分析、选用。质

量管理知识与技能； 

 

1.独立自主的思维； 

2.团队协作的愿望； 

3.极强的沟通能力； 

4.职业幸福感； 

 



社会 

能力 

1.思想品德的学习； 

2.职业素养的学习； 

3.人际关系的学习； 

4.沟通能力的培养； 

5.忠诚度的学习。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

纪守法； 

2.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和

沟通能力； 

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客户服务意识。 

1.独立自主的思维； 

2.团队协作的愿望； 

3.极强的沟通能力； 

4.职业幸福感； 

5.企业忠诚度。 

方法 

能力 

1.机械类机构及零部件的

分析方法； 

2.发动机认知； 

3.汽车构造分析方法。 

1.制定工作计划能力； 

2.能借助网络、文件资料等

手段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

能力； 

3.独立学习新技术能力； 

4.评估总结工作结果的能

力。 

1.独立自主的思维； 

2.团队协作的愿望； 

3.极强的沟通能力； 

4.职业幸福感； 

5.企业忠诚度。 

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内容说明 

本课程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和汽车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程，其内容包括： 

绪论                                             （3课时） 

模块 5汽车常用机构认知                           （5课时） 

模块 6 带传动和链传动的选用和安装                 （4课时） 

模块 7 齿轮副的安装                               （7课时） 

模块 8 轮系                                       （4课时） 

模块 9 键与销的正确选用                           （3课时） 

模块 10 轴及轴承                                  （7课时） 

模块 11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识别和选用           （4课时） 

模块 13常用汽车材料                               （2课时） 

期末测验                                          （2课时） 

机动                                              （2课时） 

学习目标是培养学生学生掌握汽车方面的基本机械知识，掌握各种不同机构的定义、组

成、作用及应用；掌握不同零部件的结构、作用及选用；掌握汽车中常用的材料类型及特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对汽车中常用机构进行结构及原理分析；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部

件作用进行分析；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部件的类型进行选用；能够对汽车中常用零部件的材质

进行分析、选用。掌握汽车机械结构的分析方法。为汽车构造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 

教学内容 

序号 知识模块 考核目标 学时分配 

1 概论 

汽车机械方面相关名词

术语的理解与认知； 

汽车机构运动简图的认

知 

3学时 



2 

模块 5 汽车常用机构认知  

5.1 铰链四杆机构 

 5.2 凸轮机构 

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

作用、应用及特点； 

凸轮机构的类型、作用、

应用及特点。 

5学时 

3 

模块 6 带传动和链传动  

6.1 带传动 

6.2 链传动 

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带传动的张进及安装； 

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链传动的张紧及安装 

4学时 

4 

模块 7 齿轮副的安装  

7.1 齿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 

7.2 圆柱齿轮的结构及规定画法 

7.3 其他齿轮简介 

7.3 其他齿轮简介 

齿轮传动机构的类型、

特点及应用； 

齿轮的画法； 

齿轮的安装 

7学时 

 

5 

模块 8 轮系  

8.1 轮系的概述 

8.2 定轴轮系   

8.3 轮系的应用 

轮系的类型、特点及应

用； 

轮系的识读； 

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4学时 

6 模块 9 键与销的正确选用 

键与销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键销的画法； 

3学时 

 

7 

模块 10 轴及轴承  

10.1 轴 

10.2  滑动轴承 

10.3 滚动轴承 

轴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轴承的类型、特点及应

用； 

轴承的画法； 

轴承的选用 

7学时 

 

 8 

模块 11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识别 

11.1 联轴器和离合器 

11.2 制动器   

联轴器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离合器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制动器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能够进行离合器、联轴

器、离合器的选用 

4学时 

 9 模块 13 汽车常用材料 
汽车常用材料的类型、

特点及应用 
2学时 

 10 期末测验 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 2学时 

 11 机动  2学时 

学习基础 

1.服务课程： 

本课程为学生入学第一学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本课程后为专业课程发动机构造等打下

坚实的机械理论基础。 

3.学生基础： 

学生刚入学，具备高中知识，具有一定的自学及实操能力。 

考核评价 采用考查笔试的方式，平时占 40%，期末占 60%。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1.学生评价； 

2.教师自我评价； 

3.同行评价； 

4.督导评价。 

 

五、教学设计及教学方法 

1、总

体 教

学 设

计 

1.全部课程按照章节内容分为 7个模块，每个模块根据其任务的要求不同分为若干个项目； 

2.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组成学习团队； 

3.每次授课均提出相关实训项目及要求； 

4.根据项目内容配备相关多媒体课件及教学视频； 

5.根据项目内容配备相关实训实操设备； 

6.课程考核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现场过程性实操考核的方法； 

7.考核内容包括：团队协作能力、个人表达能力、知识拓展能力及实操能力。 

2、项

目 / 情

景 教

学 方

法 

序

号 
教学任务/情景实施 教学方法 

1 概论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2 

模块 5 汽车常用机构认知  

5.1 铰链四杆机构 

 5.2 凸轮机构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3 

模块 6 带传动和链传动  

6.1 带传动 

6.2 链传动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4 

模块 7 齿轮副的安装  

7.1 齿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 

7.2 圆柱齿轮的结构及规定画法 

7.3 其他齿轮简介 

7.3 其他齿轮简介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5 

模块 8 轮系  

8.1 轮系的概述 

8.2 定轴轮系   

8.3 轮系的应用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6 模块 9 键与销的正确选用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7 

模块 10 轴及轴承  

10.1 轴 

10.2  滑动轴承 

10.3 滚动轴承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案例法 

 

教学条件 
媒    体：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设备、雨课堂。 

工具设备：多媒体设备。 



师    资：专职教师 1人。 

场景要求：网络及多媒体教室。 

教学资源 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建议 

1.教师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在教学过

程中要采取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注意给学生更多的思维活动空间，发挥教与学两

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在规定的学时内，保证该标准的贯彻实施。 

2.教学过程中，要从高职教育的目标出发，了解不同专业对该技术知识的需求，注意与

有关课程相配合，把握好“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 

3.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努力提高学生的自

学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实际生产中的运用。 

4.注意培养学生研究开发和技术革新的能力，自行解决在实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5.教师应开发相关的课程资源、辅导用书、学习指导用书免费提供给学生，同时还要教

会学生能积极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对不会的问题能上网咨询，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