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空调原理与维修》课程标准

一、课程适用专业及层次 

本课程适用于汽车运用与维修等相关专业，属专业核心课程。

二、课程教学目标

本科程的教学目的是：以世界主流轿车和客车“空调”为主要讲授对象，针对本专业的特点，着重阐明其原理，结构及维修，并对典型结构及车型

进行分析，授予学生汽车空调的知识。使学生具有科学逻辑思维及分析与解决汽车空调的实际问题，举一反三的实践动手能力。

本科程教学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是：理解世界主流轿车和客车的空调系统的原理，结构，并掌握汽车空调维修和常见故障的检修、诊断和排除方法。

（一）知识目标 

1.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相关的基本知识及汽车空调系统的总体构造

2.能复述压缩机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3.能复述冷凝器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4.能复述储液干燥器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5.能复述膨胀阀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6.能复述蒸发器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7.能复述鼓风器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8.能复述电控自动空调系统及各部件功用、组成及工作特点

9.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要求

（二） 技能目标

1.能熟练使用汽车空调系统拆装检查、电控系统检测的常用工量具、设备和检测仪器

2.能进行汽车空调系统总成拆卸、检修、装配、调试

3.能进行压缩机故障诊断并排除简单故障

4.能进行冷凝器故障诊断并排除简单故障

5.能进行蒸发器故障诊断并排除简单故障

6.能具有汽车电控自动空调系统检测及简单故障排除的能力



7.能进行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规范操作

（三）职业素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观察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2．具有查阅、理解、应用维修手册的能力

3．热爱本职工作，提高职业素养

（四）安全目标

1．具有安全规范操作意识和协作能力

2．现场 7S管理

3. 具有良好的安全责任感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特点

本课程主要由了解汽车空调基本原理、汽车空调系统正确的使用与维护保养、汽车空调系统不制冷故障检修、汽车空调系统制冷不佳故障检修、汽

车空调间歇制冷故障检修、汽车空调无暖风故障检修、汽车空调系统出风口无风故障检修、汽车自动空调系统故障检修、汽车空调系统异响、汽车空调

系统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规范等十个模块组成。通过任务引领型的项目活动，学习汽车空调系统的类型、结构、工作原理、检修等基本知识。熟悉汽

车空调系统等相关知识与技能。 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主动适应团队工作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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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汽车空调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基本检修能力。它要以汽车认识、汽车

维修基础、汽车保养、汽车电器等课程的学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汽车整车故障检测等课程的基础。

六、课程教学内容及安排    

模块一 了解汽车空调基本原理

教学目标
该模块介绍了热的基本知识，由浅到深地介绍了汽车空调制冷的原理。通过对汽车空调的总体结构和类型的认知，使读者

初步了解汽车空调学习内容，并对汽车空调面板功能进行了解和操作来加深读者对汽车空调基础知识的理解。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4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热与热传递

与汽车空调有关的物质状态变化

压力与温度的关系 √
任务一 热的概念 1

温度与湿度 √

汽车空调发展史

汽车空调的功能与特点 √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基本结构 √

汽车空调取暖系统基本结构 √

任务二 汽车空调基本结构

与类型
1

汽车空调系统类型 √

汽车空调系统制冷原理 √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温度、状态及压力 √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压力检测 √ √ 视频

任务三 汽车空调制冷原理
2

汽车空调制冷双系统工作原理 √ 动画

模块二   汽车空调系统正确的使用与维护保养

教学目标
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日常维护保养及定期保养；能汽车空调系统维护进

行分析。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4 课堂讲授学时 2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任务一 润滑系统检修 2 汽车空调的正确使用 √ 动画

汽车空调系统的日常维护保养 √ 动画

汽车空调系统的定期保养 √ 动画
任务二 汽车空调系统的维

护保养
2

汽车空调的维护 √ 动画

模块三  汽车空调系统不制冷故障检修

教学目标

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有汽车空调压缩机故障，汽车空调系统泄漏、无制冷剂，汽车空调基本电路

故障。该模块通过汽车空调不制冷的三个主因分别了解汽车空调压缩机类型、工作原理及拆装方法；汽车空调制冷剂类型、

特性及检漏和鉴别方法；汽车空调基本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检测方法。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10 课堂讲授学时 6 实验学时 4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汽车空调压缩机类型 √ 动画

曲轴连杆活塞式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动画

摇摆斜盘式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动画

双向旋转斜盘压缩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 动画

涡旋压缩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动画

滑片式压缩机结构及工作原理 √ 动画

汽车空调变排压缩机结构及工作原理 √ √ 动画

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 √ 动画

汽车空调皮带的检查 √ 视频

任务一 汽车空调压缩机检

修
2

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检修 √ √ 视频



汽车空调压缩机气缸盖及阀板组拆装
√ 视频

汽车空调制冷剂类型与特性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剂配套冷冻机油类型与特点 √ 动画

制冷剂的类别及纯度鉴别 √ √ 视频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电子检漏 √ 视频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荧光检漏 √ √ 视频

R12制冷剂冷凝或蒸发临界点时温度与压力对应关系 √

任务二 汽车空调系统泄漏

无制冷剂故障检修
4

R134a制冷剂冷凝或蒸发临界点时温度与压力对应关系 √

汽车空调温度控制组件结构及原理 √ 动画

压力控制组件结构及原理 √ 动画

车速调节装置结构及原理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基本电路控制原理 √ √ 动画

汽车空调主继电器检修 √ 动画

温度传感器检修 √ 视频

蒸发器温度开关的检修与调整 √ √ 视频

汽车空调低压开关检修 √ 视频

任务三 汽车空调基本电路

故障检修
4

汽车空调高压开关检修 √ 视频

模块四 汽车空调系统制冷不佳故障检修

教学目标
汽车空调制冷不佳又称制冷量不足，其主要的表现为汽车空调温度设置最低而不能把车内温度降到驾驶员感觉很舒适的温

度。很多客户一谈到汽车空调制冷不足现象，第一反应就以为是空调系统的制冷剂不足。其实不然，汽车空调制冷剂不足



肯定会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故障现象。但是造成汽车空调制冷不足还有其他原因，本模块主要对汽车空调蒸发器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及在车清洁的方法进行讲授；并对汽车空调制冷剂不足的检测方法进行实际操作的指导；对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

节流装置的类型和结构及工作原理进行讲授。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10 课堂讲授学时 6 实验学时 4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蒸发器作用与要求 √ 动画

蒸发器类型、结构 √ 动画

刷洗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表面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在车清洁（外部） √ 视频

任务一汽车空调系统蒸发

器故障检修
4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在车清洁（内部） √ √ 视频

任务二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

制冷剂不足检测
2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不足检测 √ √

动画

膨胀阀的作用与类型 √ 动画

F型膨胀阀的结构与原理 √ 动画

F型膨胀阀的工作原理 √ √ 动画

膨胀阀的选配与安装 √ 动画

H型膨胀阀的结构与特点 √ 动画

汽车膨胀阀在车检修 √ 视频

汽车膨胀阀的检修与调整 √ 视频

任务三 汽车空调系统节流

装置故障检修
4

膨胀阀的冰堵故障检修 √ √ 视频



节流管的结构与原理 √ 动画

模块五 汽车空调间歇制冷故障检修

教学目标

当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出现间歇制冷故障时不要立刻下结论割管子更换干燥剂，先通过储液干燥器上的示液镜观察制冷剂的

颜色，根据颜色判断制冷剂中是否含有水分，如果不含有水分，就可以排除干燥剂过期的可能，再去查找其他产生故障的

原因。本模块主要对汽车空调冷凝器、制冷剂充注过多及储液干燥器故障等来讲述其结构及工作原理和检修的方法。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6 课堂讲授学时 4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冷凝器作用与要求 √ 动画

冷凝器的类型与结构 √ 动画

冷凝器在车清洗 √ 动画

任务一汽车空调制冷系统

冷凝器故障检修
2

汽车空调冷凝器的拆装 √ √ 视频

汽车空调保护装置 √ 动画任务二制冷剂加注过多故

障检修
2

制冷剂加注过多故障的检修 √ √ 视频

汽车空调干燥器作用结构 √ 动画

汽车空调集液器的作用结构 √ 动画

汽车空调干燥器日常维护与更换 √ 动画

任务三汽车空调干燥器与

集液器故障检修
2

易熔塞结构原理 √ 动画

模块六  汽车空调无暖风故障检修

教学目标
汽车空调采暖系统是汽车冬季运行时供车内取暖的设备总称，可将新鲜空气或液体介质送入热交换器，吸收其中某种热源

的热量，从而提高空气或液体介质的温度，并将热空气或被加热的液体送入车内，直接或通过热交换器供乘客取暖、车窗



玻璃除霜及车内空气调节，达到舒适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如果汽车空调在冬天没有暖风，不仅影响驾驶员及乘客的舒适感，

还会给汽车带来行驶安全方面的隐患。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6 课堂讲授学时 4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汽车空调采暖系统的作用与类型 √ 动画

水暖式暖风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 动画

气暖式加热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 动画

汽车空调配气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动画

冷却液控制阀调节出风温度原理 √ √ 动画

混风门调节出风口温度原理 √ √ 动画

汽车空调采暖系统热交换器堵塞的判断 √ 动画

汽车空调采暖系统热交换器的更换 √ √ 视频

任务一 汽车空调无暖风故

障检修
6

汽车空调系统空气净化装置结构原理 √ 动画

模块七 汽车空调鼓风机电路检修

教学目标

汽车空调出风口无风的故障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本模块主要对鼓风机、鼓风机电源保险丝、鼓风机电源继电器、鼓风机调

速开关、鼓风机调速模块（调速电阻）、鼓风线路损坏等故障原因进行分，的同时讲述鼓风机电路的结构及原理，并通过对

车辆汽车空调鼓风机电路进行实际检修操作，来达到理论与实操有机的结合，从而让理论指导实践操作，又在实践操作中

学习理论。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6 课堂讲授学时 4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鼓风机的作用与结构 √ 动画

鼓风机调速电路 √ 动画

汽车车空调鼓风机电路 √ 动画

汽车空调鼓风机不转故障检修 √ √ 动画

汽车空调鼓风机某一挡无风故障检修 √ √ 视频

任务一 汽车空调鼓风机电

路检修
6

PWM控制的汽车空调鼓风机高速原理 √ 动画

模块八 汽车自动空调系统故障检修

教学目标

现代汽车空调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检测车内温度和车外温度、太阳辐射和发动机工况，自动调节鼓风机转速和所送出的空气

温度，从而将车内温度保持在设定范围内，并适度调节空气质量。有些高级轿车的空调自动控制系统除了温度控制和鼓风

机转速控制外，还能进行进气控制、气流方式控制（送风控制）和压缩机控制，并保证系统安全可靠地工作。当系统出现

故障时，还可以自动检测和诊断故障部位，并且以故障代码的方式告知维修技术人员。汽车空调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免

去了手动调节的麻烦，避免驾驶员疲劳，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使汽车作为代步和运输交通工具的单一性能得以不断地拓

展和延伸。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10 课堂讲授学时 6 实验学时 4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汽车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的组成 √ 动画

汽车自动空调系统传感器的结构与原理 √ 动画
任务一自动空调系统故障

灯点亮故障排查
10

汽车自动空调系统执行器的结构与原理 √ 动画



汽车自动空调系统控制单元（ECU）控制原理 √ √ 动画

汽车空调故障自诊断的原理 √ √ 动画

电控汽车空调系统故障诊断流程 √ 动画

自动空调故障码的读取 √ 视频

自动空调数据流的读取 √ 视频

自动空调基本设置 √ 视频

自动空调编码与元件执行 √ 视频

光照传感器的检查 √ 视频

新鲜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 视频

蒸发器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 视频

脚出风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 视频

中央出风口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 √ 视频

压力传感器的检查 √ 视频

自动空调执行元件的检测 √ 动画

自动空调控制单元电路检测 √ √ 动画

汽车车自动双区空调系统 √ 动画

模块九 汽车空调系统异响故障的检修

教学目标

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皮带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皮带轮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离

合器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压缩机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风扇工作不良异响的检

修；能复述汽车空调系统鼓风机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6 课堂讲授学时 4 实验学时 2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汽车空调系统皮带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 动画

汽车空调系统皮带轮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 动画

汽车空调系统离合器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 √ 视频

汽车空调系统压缩机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 √ 视频

汽车空调系统风扇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 视频

汽车空调系统鼓风机工作不良异响的检修 √ 视频

任务一 汽车空调系统异响

故障的检修
6

其它原因异响的检修 √ 动画

模块十 汽车空调系统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规范

教学目标

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过程及流程；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工艺要求；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剂净化工艺

要求；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剂加注工艺要求；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效果检验；能复述汽车空调制冷剂的贮存及制冷的处理；

能复述使用美国 SPX公司 16910制冷剂检测操作；能复述使用美国 SPX公司 AC350C制冷剂回收操作；能复述使用美国 SPX

公司 AC350C制冷剂净化操作；能复述使用美国 SPX公司 AC350C制冷剂加注操作；能复述使用美国 SPX公司 RA007PLUS诊

断仪的汽车空调制冷性能检测。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型项目教学法

总学时 10 课堂讲授学时 6 实验学时 4

教学环境要求 在教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教学实物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知识点 重点 难点 辅助教学形式

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过程及流程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工艺要求 √ 动画
任务一 汽车空调系统制冷

剂回收、加注工艺规范
10

汽车空调制冷剂净化工艺要求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剂加注工艺要求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效果检验 √ 动画

汽车空调制冷剂的贮存及制冷的处理 √ 动画

使用美国 SPX公司 16910制冷剂检测操作 √ √ 视频

使用美国 SPX公司 AC350C制冷剂回收操作 √ √ 视频

使用美国 SPX公司 AC350C制冷剂净化操作 √ 视频

使用美国 SPX公司 AC350C制冷剂加注操作 √ √ 视频

使用美国 SPX公司 RA007PLUS诊断仪的汽车空调制冷性

能检测

√ 视频

七、实验实训安排

实验 1： 酒精蒸发吸热实验（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准备好万用表、红外线测温仪、吹风

机、酒精和记录本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完成酒精蒸发实验，准确记录酒精蒸发过程中温度的变化

情况。

教学内容 完成酒精蒸发实验，准确记录酒精蒸发过程中温度的变化情况。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2：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压力检测（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使用汽车空调高低压力表组对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压力检测，

并能对压力进行分析

教学内容 检测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压力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3：汽车空调皮带张紧度检查（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皮带使用状况进行检查；能熟练规范使用皮带

张力计对汽车空调皮带张紧度进行检查；

教学内容
对汽车空调皮带使用状况进行检查；

使用皮带张力计对汽车空调皮带张紧度进行检查；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4：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检修（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进行检查，并能对汽车空调电磁离

合器进行拆装。

教学内容 检测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并能对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进行拆装。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5：汽车空调制冷剂类型及纯度进行鉴定（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准备好美国 SPX（斯必克）旗

下罗宾耐尔（ROBINAIR）制冷剂类型及纯度鉴别仪 16910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使用纯度鉴别仪 16910对汽车空调制冷剂类型及纯度进行

检测，并能对结果进行正确分析

教学内容
使用纯度鉴别仪 16910对汽车空调制冷剂类型及纯度进行检测，并能

对结果进行正确分析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6：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电子检漏（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电子检漏；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电子检漏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7：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荧光检漏（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荧光检漏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荧光检漏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8：汽车空调基本电路故障检修（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主继电器检修；

能熟练规范对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检修；

能熟练规范对蒸发器温度开关的检修与调整；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低压开关检修；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高压开关检修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主继电器检修；

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检修；

蒸发器温度开关的检修与调整；

汽车空调低压开关检修；

汽车空调高压开关检修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9：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在车清洁（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刷洗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表面；

能熟练规范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在车清洁

教学内容
刷洗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表面；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在车清洁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0：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内部清洁（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准备好美国 SPX 生产的 ROBINAIR 

17580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免拆清洗机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进行内部清洁

教学内容 对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蒸发器进行内部清洁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1：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不足的检测（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不足的检测；

能熟练规范测量制冷系统工作时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压力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不足的检测；

测量制冷系统工作时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压力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2：汽车空调膨胀阀检修（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膨胀阀在车检修；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膨胀阀检修；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膨胀阀开度及流量的调整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膨胀阀在车检修；

汽车空调膨胀阀检修；

汽车空调膨胀阀开度及流量的调整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3：汽车空调冷凝器在车清洗（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冷凝器在车清洗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冷凝器在车清洗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4：汽车空调冷凝器在车拆装（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冷凝器在车拆装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冷凝器在车拆装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5：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加注过多故障检查（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加注过多故障检查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加注过多故障检查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6：汽车空调鼓风机不转故障检修（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检查保险丝；

能熟练规范检测鼓风机继电器；

能熟练规范检测鼓风机；

能熟练规范进行鼓风机开关检查；

能熟练规范进行鼓风机线路检查

教学内容

检查保险丝；

检测鼓风机继电器；

检测鼓风机；

鼓风机开关检查；

鼓风机线路检查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7：汽车空调鼓风机某一挡无风故障检修（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对鼓风机调速电阻“E66”检修；

能熟练规范对鼓风机调速电阻“E66”至鼓风机开关间线路检修

教学内容
鼓风机调速电阻“E66”检修；

鼓风机调速电阻“E66”至鼓风机开关间线路检修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8：用解码器诊断汽车自动空调故障并排除（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自动空调故障码的读取；

能熟练规范进行自动空调数据流的读取；

能熟练规范进行光照传感器的检查；

能熟练规范进行新鲜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能熟练规范进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能熟练规范进行脚出风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能熟练规范进行中央出风口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能熟练规范进行压力传感器的检查；

能熟练规范更换空调压力传感器

教学内容

自动空调故障码的读取；

自动空调数据流的读取；

光照传感器的检查；

新鲜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蒸发器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脚出风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中央出风口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压力传感器的检查；

更换空调压力传感器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实验 19：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制冷剂回收、加注工艺规范操作（2学时）

教学环境要求 在实验室配上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目标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剂检测操作；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前准备操作；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操作；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剂的净化作业；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剂加注操作；

能熟练规范进行汽车空调制冷性能检测

教学内容

汽车空调制冷剂检测操作；

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前准备操作；

汽车空调制冷剂回收操作；

汽车空调制冷剂的净化作业；

汽车空调制冷剂加注操作；

汽车空调制冷性能检测

教学实施建议
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教学；

现场 7S管理

八、考核评价方式

本门课程是考试课。以过程评价为主占 60%；学生互评占 10%，最终考核占 30%。

1．过程评价占 60%（教师评价）

在操作过程中进行考核，采用小组作业，在每小组中抽考 1~2人，被抽考者的成绩作为该小组的基础成绩（40%），结合该小组成员在实训中的表现

（20%），确定过程评价成绩。

2．学生互评占 10%

由于学生互评的准确性较差及不可预测性，降低了学生互评所占的比例，但一定要保留，主要是为了训练学生的合作意识。

3．最终考核占 30%

主要是理论考核成绩。



九、推荐教材及参考资料

崔选盟主编的《汽车空调结构原理与维修》，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月第一版

龙清宇主编的《汽车空调原理与检修》，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第一版

十、大纲编写依据与说明

1．注重实验实训指导书和实验实训教材的开发和应用。

2．注重挂图、幻灯片、投影片、录像带、视听光盘、教学仪器、多媒体仿真软件、维修手册等常用课程资源和现代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

些资源有利于创设形象生动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建议加强常用课程资源的开发，建立多媒体课程

资源的数据库，努力实现跨学校多媒体资源共享，提高课程资源利用效率。

3．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诸如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网络信息资源，使教学从单

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学生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

程资源的交互空间。

4．产学合作开发实验实训课程资源，充分利用本行业典型的企业资源，加强产学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实践工学交替，满足学生的实习实训

需求，同时为学生的就业，创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