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底盘维修(行驶、转向、制动系统)课程标准

一、课程适用专业及层次

本课程适用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等相关专业，属专业必修课程。

二、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获得汽车底盘维修(行驶、转向、制动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掌握汽车底盘的行驶、转向、制动系统

三大系统的基本修理及日常维护的能力，具有正确运用汽车底盘(行驶、转向、制动系统）的知识解决生产中的常见问题的能力。

（一）知识目标  

1.掌握汽车行驶系统主要零部件的作用、分类、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汽车转向系统主要零部件的作用、分类、结构和工作原理。

3.掌握汽车制动系统主要零部件的作用、分类、结构和工作原理。

4.掌握汽车行驶、转向、制动三大系统的主要技术参数

（二）技能目标

1．能够正确使用汽车底盘维修中的机械设备、工具和量具。

2．能够正确对汽车行驶、转向、制动三大系统的部件进行拆卸、解体、清洗、装配。

3．能够正确使用量具对汽车行驶、转向、制动三大系统零部件进行测量和检测。

4. 能对汽车行驶、转向、制动三大系统进行日常维护以及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

5. 能够学会使用维修手册或网络查询汽车维修信息

（三）职业素养目标

1．通过小组分工协助完成实训项目，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2. 通过实训项目的考核，要求在操作上耐心细致 ，培养学生的责任心。

3．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具体工作的意识。。

4. 通过 5S服务理念的要求，培养学生诚信可靠、良好的服务意识和质量意识。



（四）安全目标

通过教学与实践考核标准的制定，要求学生操作规范，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特点

本课程内容主要由：液压制动系统制动不良、液压制动系统制动跑偏、气压制动系统制动失效或拖滞、驻车制动效能不良的检修、ABS系统制动时

车轮抱死的检修、转向不灵敏(自由行程过大)的检修、装配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汽车转向沉重故障的检修、转向跑偏的检修、EPS系统没有助力（故障

灯常亮）、轮胎异常磨损的检修、汽车行驶中，上下振动时，悬架装置有异响声、汽车电控空气悬挂系统 等 12个项目组成。内容上涵盖了汽车底盘中

行驶、转向、制动三大系统的主要内容，以小型汽车的底盘为主，同时兼顾到大型客户车上使用的气压制动等知识，在以常规的、主流的底盘结构为主

要教学任务，同时也注重知识的前瞻性，加入电动助力转向和电控悬架的相关项目。本课程以项目为核心，注重理实一体化教学，以学生掌握维修技能

为主，更有利于学生日后进入维修企业与维修岗位进行衔接。

四、课程学时安排

本课程总学时 72学时。

五、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本课程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使学生认识和学会汽车底盘中三大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掌握主要部件的拆装、检测、

装配。也是学生职业能力训练的第一阶段，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十分重要。在本课程开设前，学生已学习了《机械基础》、《汽车概论》等课程完成对

接，掌握了一定的机械制图、机械基础、汽车组成等知识，为本课程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同时还是后继课程《汽车电器设备原理与维修》、《自动变速器构造与维修》、《汽车维护》、《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等课程的基础。

六、课程教学内容及安排    

【说明：该门课程的教学安排要以“章—节—知识点”、“项目—任务—知识点”或“模块—任务—知识点”形式展开。“教学内容”须以节或其它教学

单元为单位填写，“知识点”须以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为单位填写，同时用“”标注是否为“重点”或“难点”，或同时为“重点和难点”，并阐

述突破重点、难点的辅助教学形式是什么，如动画、三维、思维导图、视频和音频等。】

课程总学时 课堂讲授学时 实验学时 自修学时 实训教学周数

72 30 42

案例1：液压制动系统制动不良

教学目标 学生能够了解、理解、掌握制动系的基本知识，能够直观检查制动液液面、品质，能够检查机械故障、制动踏板自由行程和调



整制动踏板自由行程，能够拆卸制动器、检修制动鼓和制动盘、检查与调整制动器制动间隙，能够检修制动主缸与制动轮缸，能够

检查液压系统是否有空气、排除制动管路与制动主缸空气。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8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6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制动系的概述  动画

2.鼓式车轮制动器的结构   动画

3.非平衡式车轮制动器的工作过程  动画

4.单向助势平衡式车轮制动器工作工程   动画

5.双向助势平衡式车轮制动器工作工程  动画

6.自动增力式车轮制动器  动画

7.盘式车轮制动器的结构   动画

8.两种盘式车轮制动器的工作过程   动画

9.制动总泵的结构、工作过程  动画

10.制动分泵的结构与工作过程   动画

11.真空助力泵的结构工作过程   动画

1.基础知识 2

12.液压制动系统的维护  视频

1.制动液液面的检查  视频

2.制动液品质的检查检查  视频2.直观检查 1

3.制动系统固定螺栓紧固情况  视频

3.检查制动踏板 1 1.制动踏板机械故障检查  视频



2.制动踏板自由行程的检查  动画、视频

3.制动踏板自由行程的调整  视频

1.制动器拆卸要点   视频

2.制动鼓的检修   视频

3.制动盘的检修及更换   视频

4.制动蹄及摩擦片的检修   视频

4.检查制动器 2

5.制动器制动间隙的检查与调整  动画

1.制动主缸的检修  视频
5.检修液压制动传动装置 1

2.制动轮缸的检修  视频

1.液压系统是否有空气的检查  动画

2.制动管路空气的排除  视频6.排除制动系统的空气 1

3.制动主缸空气的排除  视频

案例2：液压制动系统制动跑偏

教学目标
学生能够进行轮胎气压与制动管路的直观检查、制动器制动间隙的检查与调整、制动蹄及摩擦片的检修、制动鼓的检修和简述

路试检查的过程。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2 课堂讲授学时 0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轮胎气压与制动管路的直观检查  视频
1.初步检查 1

2.路试检查  动画

2.检查制动器 1 1.制动器制动间隙的检查与调整  动画



2.制动蹄及摩擦片的检修  视频

3.制动鼓的检修  视频

案例3：气压制动系统制动失效或拖滞

教学目标
学生能够了解、理解、掌握气压制动系的组成和工作原理，能够对空气压缩机进行检测，能够检查气压制动系统的主要部件的检

测，对常见故障进行排除。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5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3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气压行车制动系统基本结构  图片

2.气压制动系统行车制动器工作过程   动画

3.风冷式单缸空气压缩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图片

4.风冷式双缸空气压缩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图片

5.调压器的构造与工作过程   图片

6.双管路并列双腔膜片式制动控制阀的作用与组成  图片

7.双管路并列双腔膜片式制动控制阀的工作过程  图片

8.制动气室的作用与组成  图片

9.制动气室工作过程  动画

10.气压制动系统的维护 图片

1.基础知识 2

11.车轮拖滞现象

1.空气压缩机皮带的检查 图片
2.检查空气压缩机 2

2.空气压缩机拆卸与分解 图片、视频



3.空气压缩机缸体与缸盖的检修   图片、视频

4.空气压缩机气缸内径磨损状况的检测   图片、视频

5.空气压缩机曲轴的检修   图片、视频

6.空气压缩机活塞连杆组的检修   图片、视频

7.空气压缩机其他零件的检修  图片、视频

8.空气压缩机的磨合与试验  图片

1.制动控制阀主要零件的检修   图片

2.制动控制阀装配注意事项  图片

3.制动控制阀密封性的检查 图片

3.检查制动控制阀 0.5

4.制动控制阀的调整 图片

1.制动气室的拆卸与解体 图片

2.制动气室的检修  图片4.检查制动气室 0.5

3.制动气室的装配与调整  图片

1.制动踏板行程的检查与调整  图片

2.制动踏板机械故障的检查 图片

3.制动鼓的检修   图片
5.检查制动踏板与制动器 0.5

4.制动蹄及摩擦片的检修   图片

案例4：驻车制动效能不良的检修  

教学目标 理解驻车制动器的作用、分类、以及各部件的工作过程，并且掌握各装置的检修方法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作

总学时 5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驻车制动器的作用及分类  动画演示

2.蹄盘式驻车制动器的结构  动画演示

3.蹄盘式制动器的工作过程  动画演示

4.蹄鼓式驻车制动器的结构  动画演示

5.蹄鼓式驻车制动器的工作过程  动画演示

6.自增力式驻车制动器的结构  动画演示

7.自增力式驻车制动器的工作过程  动画演示

1.基础知识 2

8.驻车制动器的维护  视频

1.拉杆的检查与调整  视频2.检查拉杆与拉索
1

2.拉索的检查与调整  视频

1.制动盘的检修  视频

2.制动蹄的检修  视频3.检查驻车制动器 2

3.驻车制动器的调整  视频

案例5：ABS系统制动时车轮抱死的检修

教学目标 理解并掌握ABS系统的作用、分类、各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学会使用解码仪读取故障码以及对各装置的检修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8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6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制动防抱死系统的作用  动画演示

2.制动防抱死系统分类  动画演示1.基础知识 2

3.制动防抱死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动画演示



4.车轮速度传感器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动画演示

5.制动防抱死系统电控单元的作用  动画演示

6.液压调节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动画演示

7.电动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片

8.贮压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动画演示

9.压力开关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片

10.液压调节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动画演示

1.检测内容  视频
2.直观检测 1

2.检测注意事项  图片

1.连接自诊断启动电路读取故障代码  视频
3.读取故障码 1

2.借助专用诊断测试仪读取故障代码  视频

1.车轮转速传感器故障的检查  视频

2.ABS控制器的检查  视频

3.制动压力调节器的检查  视频
4.ABS主要部件故障的检查 4

4.ABS控制继电器的检查  实训室

案例6：转向不灵敏(自由行程过大)的检修

教学目标
1掌握机械转向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工作原理等基础知识；

2掌握机械转向系统转向不灵敏故障（自由行程过大）的检修。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6学时 课堂讲授学时 2学时 实验学时 4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转向系统的作用、原理及分类   动画 三维

2、转向操纵机构的组成  三维

3、转向盘的结构 三维

4、转向盘柱的结构  三维  动画

5、转向器的作用及分类   动画

6、转向传动机构的组成  三维

7、转向横拉杆的作用 三维

1.基础知识 2学时

8、转向摇臂的作用 三维

1、传动副啮合间隙的检查   视频

2、转向器齿轮预紧力的的调整   视频

3、转向器轴承装配的检查   视频
2、检修转向器 2学时

4、转向器安装螺母的检查 视频

1、转向横拉杆球头销的检查   视频

2、转向传动系统连接螺母的检查  视频

3、对转向节主销、衬套磨损的检修   视频

3、检查转向传动系统 1学时

4、转向盘与转向轴连接部位的检查  视频

1、车轮轮毂轴承间隙的检查   视频

2、两前轮制动鼓与摩擦片间隙的检查   视频4、检查车轮 1学时

3、转向轮胎气压不足   动画 三维

案例7：装配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汽车转向沉重故障的检修

教学目标
1掌握普通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功用、组成与类型；

2掌握普通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等工作原理。



3掌握液压助力转向系统转向沉重故障的检修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8学时 课堂讲授学时 2学时 实验学时 6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液压式动力转向系的组成方式  三维

2、液压式动力转向系的工作原理   动画

3、转向液压泵的作用   动画

4、流量控制阀的作用   动画

5、转向控制阀的作用   动画

6、转向油罐的作用 动画

1.基础知识 2课时

7、动力转向油管的作用 图片

1、储液罐中转向液液面高度的检查  视频

2、转向液污染程度检查 图片

3、轮胎气压的检查 图片
2.直观检查 1课时 

4、动力转向油的更换   视频

3、检查制动回路中空气 1课时 1、转向液中空气的检查及排除   视频

1、驱动皮带张紧度的检查   视频

2、管路泄露的检查  视频4、检查油压 1课时 

3、油泵的检查   视频

1、流量控制阀的检查 视频
5、检查控制阀 1课时

2、安全阀弹簧的检查 视频



3、安全阀的调整  视频

1、检查转向器的润滑油情况  视频

2、转向控制阀密封圈的检查 视频

3、齿轮轴滚珠轴承的检查   视频
6、检修动力转向器 2课时

4、转向机的检查及更换   视频

案例8:转向跑偏的检修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转向系统的基础知识及部分故障的检修方法及诊断方法，具备车辆转向系统故障排除能力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4 课堂讲授学时 1 实验学时 3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轮胎的气压检查  实物、图片

2、检查转向轮规格  图片

3.轮胎磨损的检查  图片、视频

4、两前轮的定位角及前束值的检查   视频

1、检查车轮 2

5、轮毂轴承预紧度的检查   视频

1、钢板弹簧单边折断  图片

2、各悬架的避震器失效  图片

3、车架变形的检修   图片
2、检查悬挂 2

4、左右轴距的检查  图片

案例9：EPS系统没有助力（故障灯常亮）

教学目标
    能够理解、掌握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基本知识，能够理解电动助力转向的工作原理，能够对主要部件进行检测，能正确使用万

用表、解码仪检测故障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6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4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电控式动力转向系的分类与组成 图片 

2、电控式动力转向系的工作过程   动漫 和图片

3、转向扭矩传感器的作用  动漫

4、电动机的作用 动漫 和图片

5、减速机构的作用  动漫 和图片

6、电磁离合器的作用  图片与动漫

7、控制单元的作用  图片与动漫

1.基础知识 2课时 

8、电控动力转向系的拆装  图片

1、解码器的使用 图片
2、读取故障码 1

2、故障码的读取  视频或动漫

1、转矩传感器的检测  图片
3、检测传感器 0.5

2、车速传感器的检测  图片见5-3-1

4、检查电动油泵 0.5 1、齿轮泵的检查 图片 

1、转向助力电动机的检查  图片
5、检查电磁离合器及电动机 0.5

2.电磁离合器的检查  图片

6、检查控制单元 0.5 1.控制单元的检查 图片

案例10：轮胎异常磨损的检修

教学目标
    掌握车轮与轮胎的功用、分类、构造与规格；学会车轮平衡度的检测；学会利用四轮定位仪对汽车进行定位；学会轮胎磨损异

常故障检修方法。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8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6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车轮轮胎的作用和组成  图片动漫及文字

2.轮胎的分类 图片及文字

3.充气轮胎的结构   图片及文字

4.轮胎规格的表示方法   图片及文字动漫

5.四轮定位的作用及其参数   图片及文字动漫

6.四轮定位仪的使用   视频或动漫

7.车轮平衡的意义  动漫和图片

8.车轮动平衡机的使用  动漫和图片

1.基础知识 2

9.车轮与轮胎的维护 图片及文字

1.轮胎气压的检查  图片及文字

2.轮胎花纹深度的检查及紧固车轮螺母   图片文字与视频

3.轮胎的常见磨损形式及原因   图片文字

2.直观检查轮胎的磨损 1

4.轮胎的换位  视频或动漫

1.车轮静平衡的检测   视频或动漫

2.使用离车时动平衡机检测校正车轮动平衡 视频或动漫3.检测车轮平衡 2

3.使用就车式动平衡机检测校正车轮动平衡  图片及文字

1. 四轮定位仪  图片及文字
4.检测前轮定位 2

2. 四轮定位仪的检测项目  图片文字



3.四轮定位检测前准备  图片文字

4.汽车车轮定位测量与调整  图片文字

5.车轮定位参数的调整  图片文字视频

1.汽车侧滑试验台   图片文字

2.影响侧滑量检测结果的因素  图片文字

3.检测前的准备  图片文字动漫
5.检测前轮侧滑量 1

4.汽车侧滑的检测  图片文字

1.轮胎的拆装  图片或动漫

2.轮胎的选配   文字图片6.轮胎的选配与更换 2

3车轮的更换  图片文字视频

案例11：汽车行驶中，上下振动时，悬架装置有异响声

教学目标 掌握常见的汽车悬架的组成、分类与工作原理，会对主要部件进行检查，排除悬架系统的常见故障。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8 课堂讲授学时 2课时 实验学时 6课时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悬架系统的作用及组成  图片

2、悬架的类别 图片表格

3、弹性元件的类别  图片或 动画

4、减震器的作用及类别   图片或 动画

5、减震器的工作原理   图片或 动画

6、横向稳定杆 图片或 动画

1.基础知识 2

7、烛式悬架   图片或 动画



8、麦弗逊式悬架   图片或 动画

9、多连杆式悬架  图片或 动画

10、拖曳臂式悬挂 图片或 动画

1、钢板弹簧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2、检查弹性元件 2

2、螺旋弹簧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1、减震器的漏油检查  图片或 动画

2、减震器阻力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3、检查减震器 2

3、橡胶挡块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4、检查悬架组件固定螺栓紧

定情况
2 1、检查悬架组件固定螺栓紧定情况 

图片或 动画

案例12：汽车电控空气悬挂系统

教学目标 掌握电控悬架的组成与工作原理，会对主要部件进行检查，排除电控空气悬架的常见故障

教学方法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图片展示、实物直观、视频直观、实物操作、教师指导、学生讨论、理实一体化等

总学时 4 课堂讲授学时 1 实验学时 3

教学环境要求 理实一体化的教室、实际教学车辆、电脑、投影机、相关操作工具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1.电控空气悬挂的组成  图片或 动画
1.基础知识 1

2.电控空气悬挂的工作原理   图片或 动画

2.汽车高度的检查和调整 0.5 1、汽车高度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3.检查溢流阀 1.溢流阀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4.检查系统是否漏气
0.5

1. 检查系统是否漏气  图片或 动画

5.故障码的读取 0.5 1.自诊断的操作 图片或 动画



2、解码仪的读故障码   见9-2-1

1、检查各传感器   图片或 动画

2、加速度传感器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6.检查各传感器

3、转向盘转角传感器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7.执行器的检查 1.电控悬架执行系统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8.检查高度控制阀

0.5

1、高度控制阀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1、空气压缩机的检查 见3-1

2、空气弹簧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9.检查空气悬挂系统 1

3、阻尼力可调减震器的检查  图片或 动画

7、实验实训安排

     本课程要求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以 12个案例进行项目教学，对于教学场地提出以下建议

学习场地 学习场地、设施要求

汽车底盘一体

化教室

教学设备：黑板、白板、电教设施、网络设备。

实训设备：转向、悬架、制动系统的总成及相关零部件，各种工具和量具

汽车维护车间

车间应该划分为讲课区、讨论区、实训区三个区域。

教学设备：黑板、白板、电教设施、网络设备。

实训设备：实习用车若干台，举升机、轮胎平衡仪、四轮定位仪等专用设备。

8、考核评价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知识考试为辅助。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学生既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能具备对底盘三大系统的维修与

维护的操作技能，能正确使用相关设备，在考核过程中将安全生产、4S的服务理念的灌输到实践考核的标准中



九、推荐教材及参考资料

     1、教材选取的原则

以培养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指导思想，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教材与实际结合、操作与管理结合的理论实践一体化教材，教学内容

要占教材篇幅的 80%以上。教材应适应后续课程及本专业各相关课程的需要；教材应深入浅出，概念讲解透彻，适应中级学生学习。应以项目为载体的

任务驱动型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材。

2、推荐教材

建议使用各自学校的校本教材《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岳杰主编《汽车底盘常见维修项目实训教材》 人民交通出版社

杜瑞丰、李忠凯主编《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艳芬　主编《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叶文海 主编 《汽车底盘维修》 电子工业出版社

魏胜群 主编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国防工业出版社

 十、大纲编写依据与说明

【说明：主要指导性文件及其它要求。】

根据汽车运用与维修数字化资源建设课题项目任务书的要求，依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以及课程标准，从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角度探索中职汽修专业的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方法。通过企业调研，核定典型工作案例，进行开发优质课程资源，制定本课

程的教学大纲，以适应现代汽车维修特征、突出现代教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