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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工学一体课程标准

工学一体课程名称 汽车发动机故障

诊断与排除

基准学时 320

典型工作任务描述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是指使用故障诊断仪，或者采用常规故障诊断思路和方法

确定故障范围，对可疑部件进行拆检，确定故障点，并通过零部件更换、控制线路维修等

作业方式，为恢复发动机系统性能而进行的技术作业。

由于汽车行驶里程、使用年限的增加或使用、维护不当，发动机可能出现启动困难、

加速抖动、怠速不稳和冒蓝烟等故障现象。为恢复车辆发动机正常工作状态，根据发动机

故障现象及特点，对汽车发动机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该工作任务一般由高级层次的汽车

维修工完成。

汽车维修工从服务顾问、车间主管或班组长处接受维修任务，阅读维修工单，明确任

务要求；确认发动机故障现象并实施基本检查，通过查阅维修手册、维修案例等资料，制

定相应的故障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采用各种检测仪器、设备对发动机性能进行综合

检测，还需要对可疑故障部件进行拆检，记录并分析检测数据，确定故障点；制定经济、

合理的修复方案，经客户同意后实施修复，自检合格后，交付质检员进行质量检验。

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汽车生产厂家制定的操作规程，自觉遵守企业检验规范、安

全生产制度、环保管理制度以及“7S”管理规定。

工作内容分析

工作对象：

1.汽车维修工单的阅

读和分析，并与客户沟

通问诊；

2.汽车发动机故障现

象的确认；

3.与前台接待员、车间

主管、质检员等相关人

员的沟通（课堂通过角

色扮演实现）；

工具、材料、设备与资料：

1.工具：通用工具、汽车发动机维

修专用工具、量具（万用表、真空表、

气缸压力表、机油压力表、燃油压力表、

塞尺、等）等；

2.材料：安全防护用品、油（液/

脂）料、清洗剂、零配件等；

3.设备：举升机、故障诊断仪、示

波器、废气分析仪、喷油器检测仪等；

4.资料：维修案例、维修工单、领

工作要求：

1.根据维修工单，明确

作业内容和要求，必要

时进行规范、有效的专

业问诊；

2.能运用故障再现方

法，确认故障现象；

3.与前台接待员、车间

主管、质检员等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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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修手册等资料的

查阅，诊断方案或维修

作业方案的制定；

5.工具、材料、设备

的准备；

6.汽车发动机故障诊

断和线路检测，总成或

零部件拆解、清洗、检

测、装配调试，故障点

修复；

7.汽车发动机维修质

量、安全性、经济性和

环保性等评估；

8.在班组长的引导下，

总结工作经验，分析不

足，提出改进措施。

料单、维修手册等。

工作方法：

故障问诊法、故障再现法、故障树

与鱼骨图分析法、诊断流程图分析法、

仪器设备诊断法、替换修理法、零部件

检验方法、汽车发动机性能检验方法

等。

组织方式：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从车间主

管（授课教师）领取工作任务，查阅维

修资料，领取零配件、辅料、专用工量

具和检测设备，必要时与班组长、 服

务顾问或技术顾问沟通维修情况。自检

合格后，交付质检员进行质量检验。

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做

好准备工作；

4.正确查阅维修手册等

资料，制定合理的故障

诊断方案；

5.根据发动机故障检修

项目，正确配置相应的

工量具、设备和耗材；

6.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

与排除作业应符合相关

流程和规范，并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

7.根据企业检验规范对

维修车辆完成质检，交

付质检员进行质量验；

8.在完成任务后，总结

工作经验，分析不足，

提出改进措施；

9.作业过程应能体现较

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协

调沟通能力，遵守企业

安全生产制度、“7S”

管理制度，具备成本意

识。

课程目标

学习完本课程后，学生应当能够遵循企业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环保管理、“7S”

管理等制度，按照企业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操作规程，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汽车汽

油发动机启动困难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发动机排

气冒蓝烟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柴油发动机启动困难故障诊断与排除等汽车发动机故障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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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与排除工作任务。

1.能按维修接待工作规范和专业问诊法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获取有效故障信息，

结合所学知识和经验，采用故障再现方法，确认发动机启动困难、加速抖动、怠速不稳、

排气冒蓝烟等故障现象。

2.能参照维修手册和前期获取的相关信息，以及大修作业对象的位置和安装特点，通

过故障树、鱼骨图、诊断流程图等方法，综合分析故障原因，从满足客户对汽车维修质量、

经济性、维修时间等需求的角度制定故障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并与前台接待员、车

间主管、质检员等相关人员沟通，做好故障诊断与排除前的准备工作。

3.能按故障诊断技术规范，借助维修手册，查阅维修资料，正确使用检测设备、仪器，

通过经验诊断、仪器设备诊断、替换诊断等方法，准确分析检测数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发动机故障点的查找及故障修复方案的制定，在客户确认修复方案后，实施修复作业。

4.能根据故障诊断方案，按照发动机总成大修的作业流程及规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发动机大修任务中的总成拆卸、分解、清洗、检验、修复、装配、吊装、调试等作业步骤，

并填写维修记录。

5.能根据发动机运行性能要求，按行业检验标准对维修作业质量进行自检，在维修工

单上填写自检结果、检修建议等信息并签字确认后，交付质检员检验。

6.能根据故障诊断与排除的技术要点，总结工作经验，分析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7.能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较强的自主学习、协调沟通等通用能力，成本意识等职业素养，

以及艰苦奋斗和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热爱劳动和辛勤劳动的劳动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等思政素养。

学习内容

本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

一、汽车维修工单的阅读和分析，并与客户沟通问诊

理论知识：

汽车发动机维修工单的内容；汽车发动机故障问诊的项目和内容；相应车型发动机的

特性。

实践知识：

汽车发动机维修工单的阅读和分析；与客户的沟通；汽车发动机故障的问诊。

二、汽车发动机故障现象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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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

汽车发动机常见故障现象的类型；汽车发动机常见故障现象的特征；汽车发动机常见

故障现象确认的安全注意事项。

实践知识：

汽车发动机故障现象的再现与确认。

三、与前台接待员、车间主管、质检员等相关人员的沟通

理论知识：

与相关人员的沟通要点与技巧；发动机维修专用工具、仪器的特性；发动机主要零部

件的类型、作用和价格；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的操作注意事项。

实践知识：

汽车发动机维修工单疑问的沟通；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专用工具、仪器领取时

的沟通；汽车发动机配件库存情况的沟通；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操作要求的沟通。

现场沟通方法。

四、维修手册等资料的查阅，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的制定

理论知识：

世赛汽车技术项目发动机模块的作业规范要求和评价标准；汽车发动机典型故障案

例；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电气原理图；发动机正常运行条件；汽车发动机各部件外观与功

能基本检查的内容；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的格式和内容；汽车发动机

故障诊断或大修作业的流程和规范；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或大修作业方案的展示内容。

实践知识：

世赛汽车技术项目发动机模块的作业规范要求和评价标准的查阅；汽车发动机典型故

障案例的分析；汽车发动机各部件外观与功能的基本检查；汽车发动机故障原因分析（故

障树或鱼骨图法）；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流程、规范的查阅与信息整理；汽车发动机故障

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的制定；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的展示与汇

报；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案或大修作业方案的优化。车辆故障诊断与排除技术通报的查

阅方法；车辆维修记录网络信息查询方法；车辆故障诊断与维修信息管理方法。

五、工具、材料和设备的准备

理论知识：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所需工具的类型与作用；汽车发动机维修所需材料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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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能；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设备的作用。

实践知识：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通用工具、专用工具、量具（万用表、真空表、气缸压力

表、机油压力表、燃油压力表等）的准备；油（液 / 脂）料、清洗剂、零配件等材料的

准备；举升机、故障诊断仪、示波器、废气分析仪和喷油器检测仪等设备的准备；安全防

护用品的准备、检查与使用。

六、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和线路检测，总成或零部件拆解、清洗、检测、装配调试，

故障点修复

理论知识

汽油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故障的检测项目与内容；燃油泵、喷油器的电气原理图；燃

油控制电磁阀、喷油器的电气原理图；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的检测项目与内容；点火

模块（线圈）、高低压线路的电气原理图；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的检测项目与内容，

检测数据的记录要求；油门控制部件、空气流量计、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怠速控制的电气

原理图等。

实践知识：

汽油发动机燃油压力的检测与数据分析；燃油泵、喷油器及管路、控制线路、进气控

制、排放控制等零部件的拆检；柴油发动机燃油压力的检测与数据分析；燃油控制电磁阀、

喷油器及输油管（含空气排放）、进气控制、排放控制、柴油高压泵、控制线路等零部件

的检测与数据分析；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的检测，检测数据的记录与分析；点火模块

（线圈）、火花塞、高低压线路、控制线路等零部件的检测与数据的分析；汽车解码器的

使用方法；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的检测，检测数据的记录与分析；油门控制部件、空

气流量计、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控制线路等零部件的检测与数据的分析；故障零部件的更

换或修复等。发动机的拆卸、分解、清洗，发动机冷却系统、润滑系统等零部件的检测与

数据的分析；故障零部件的更换或修复等。

七、汽车发动机维修质量、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等评估

理论知识：

汽车发动机运行性能要求相关标准；安全性、经济性指标；车辆环保要求；交车标准。

实践知识：

汽车发动机运行性能要求的查阅；汽车发动机维修质量的检验与评估；维修车辆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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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八、在班组长（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工作经验，分析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理论知识：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与技术要点；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

除工艺流程图的要素。

实践知识：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工作的总结；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工艺流程图的撰

写。

九、通用能力、职业素养、思政素养

较强的自主学习、协调沟通等通用能力，成本意识等职业素养，以及艰苦奋斗和勇于

创新的劳模精神、热爱劳动和辛勤劳动的劳动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思政素养。

参考性学习任务

序

号

名称 学习任务描述
参考学时

1

汽车汽油发

动机启动困

难故障诊断

与排除

一车辆进厂维修，该车已行驶 100000 km，客户

反映车辆冷启动时，出现启动困难现象，需要对起动

系统、燃油供给系统、点火系统、进排气系统等相关

系统及控制线路进行检测。维修工需要根据车辆维修

技术标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汽车发动机故障诊

断与排除工作，恢复其正常性能，达到交车标准。

学生接受汽车维修任务，阅读维修工单，明确任

务要求，确认故障现象，查阅维修手册，制定故障诊

断方案；借助汽车故障诊断仪、压力表等检测设备对

发动机性能进行综合检测，可疑故障部件（燃油泵、

喷油器、燃油管路、控制线路、进气控制和排放控制

等）进行拆检，记录并分析检测数据，确定故障点；

借助维修手册，咨询技术顾问，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

对相关故障零部件进行修复或更换，使汽车恢复正常

使用性能；自检合格后，交付教师进行质量检验，并

在教师指导下评估和反思，进一步完善检修方案。

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汽车生产厂家制定的操

作规程，自觉遵守企业检验规范、安全生产制度、环

保管理制度以及“7S”管理规定。

80

2

汽车发动机

怠速不稳故

障诊断与排

除

一车辆进厂维修，该车已行驶 80000 km，客户反

映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不稳定，打开空调更明显，需对

其进行故障诊断与排除。维修工需要根据车辆维修技

术标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汽车发动机怠速不稳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工作，恢复其正常性能，达到交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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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学生接受汽车维修任务，阅读维修工单，明确任

务要求，确认故障现象，查阅维修手册，制定故障诊

断方案；借助汽车故障诊断仪对发动机性能进行综合

检测，对可疑故障部件（点火模块、进气系统及控制

线路等）进行拆检，记录并分析检测数据，确定故障

点；借助维修手册，咨询技术顾问，制定相应的修复

方案，对相关故障零部件进行修复或更换，使汽车恢

复正常使用性能；自检合格后，交付教师进行质量检

验，并在教师指导下评估和反思，进一步完善检修方

案。

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汽车生产厂家制定的操

作规程，自觉遵守企业检验规范、安全生产制度、环

保管理制度以及“7S”管理规定。

3

汽车发动机
加速抖动故
障诊断与排

除

一车辆进厂维修，该车已行驶120 000 km，客户

反映发动机怠速运转时有轻微抖动现象，急加速时

抖动明显，需对其进行故障诊断与排除。维修工

需要根据车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汽车发动机抖动故障的诊断与排除工作，恢复其

正常性能，达到交车标准。

学生接受汽车维修任务，阅读维修工单，明确

任务要求，确认故障现象，查阅维修手册，制定故

障诊断方案；借助汽车故障诊断仪对发动机性能

进行综合检测，对可疑故障部件（点火模块、火花

塞和控制线路等）进行拆检，记录并分析检测数据

，确定故障点；借助维修手册，咨询技术顾问，制

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对相关故障零部件进行修复

或更换，使汽车恢复正常使用性能；自检合格后

，交付教师进行质量检验，并在教师指导下评估和

反思，进一步完善检修方案。

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汽车生产厂家制定

的操作规程，自觉遵守企业检验规范、安全生产

制度、环保管理制度以及“7S”管理规定。

80

4

柴油发动机

启动困难故

障诊断与排

除

某品牌柴油汽车已行驶 100000 km，客户反映车

辆启动困难，根据经验，需对其燃油供给系统进行

全面诊断，查出故障原因并排除。维修工需要根

据车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汽车

柴油供给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工作，恢复其正常性

能，达到交车标准。

学生接受汽车维修任务，阅读维修工单，明确

任务要求，确认故障现象，查阅维修手册，制定故

障诊断的方案；借助故障诊断仪、试验台、压力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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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检测设备对柴油发动机性能进行综合检测，可疑

故障部件（输油泵、燃油滤清器、燃油管路、燃油

供给切断电磁阀、喷油器、柴油高压泵和控制线

路等）进行拆检，记录并分析检测数据，确定故

障点；借助维修手册，咨询技术顾问，制定相应的

修复方案，对相关故障零部件进行修复或更换，使

汽车恢复正常使用性能；自检合格后，交付教师进

行质量检验，并在教师指导下评估和反思， 进一

步完善检修方案。

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汽车生产厂家制定

的操作规程，自觉遵守企业检验规范、安全生产

制度、环保管理制度以及“7S”管理规定。

教学实施建议
1. 教学组织方式方法建议

采用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为确保教学安全与实践效果，提高一体化教学质量，建议

采取分组教学的形式（6-8 人 / 组），班级人数不超过 35 人。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

中，教师应给予适当的指导以及职业素养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与解决非常规性专

业问题的能力，重点培养学生崇尚实践、严谨耐心、专注坚持的工作态度。

2. 教学资源配备建议

（1）教学场地

整车一体化学习工作站须具备良好的安全、照明和通风条件，可分为集中教学区、分

组教学区、信息检索区、工具存放区和成果展示区，并配备相应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压缩

空气供给系统等设施，面积以至少同时容纳 40 人开展教学活动为宜。

（2）设备、工具、材料（按组配备）

设备：举升机、故障诊断仪、示波器、废气分析仪和喷油器检测仪等。

工具：通用工具、汽车发动机维修专用工具、量具（万用表、真空表、气缸压力表、

机油压力表、燃油压力表等）。

材料：安全防护用品、油（液 / 脂）料、清洗剂、零配件等。

（3）教学资料

以工作页为主，配备信息页、维修工单、车辆使用说明书、维修案例、维修手册、多

媒体资料等教学资料。

教学考核要求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课程考核成绩 = 过程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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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终结性考核 ×40%

1. 过程性考核（60%）

过程性考核由四个参考性学习任务考核构成，每个上述参考性学习任务的考核应以其

对应代表性工作任务的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充分考虑任务的关键技能、学习重难点及学

生未来的发展需求设计考核内容和评分细则，从专业能力、通用能力、职业素养、思政素

养等维度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进行考核。

（1）专业能力维度的考核：工量具的选用，故障诊断仪、示波器、废气分析仪和喷

油器检测仪等主要设备的操作，喷油器的拆检，传感器检测、柴油高压泵的检测等作业流

程的执行、作业质量的检验等技能考核类项目，以及汽车维修工单、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

与排除方案、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工作页、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工艺流程

图等各学习环节产出的学习成果类项目。

（2）通用能力、职业素养和思政素养维度的考核：在学习任务实施过程中，依据任

务的职业能力要求，注重考核学生通用能力、职业素养和思政素养的养成，可采用纸笔测

试、口头测试、实操测试等多种考核方式。比如，口头测试与相关人员的沟通中明晰作业

前的准备工作，考核其与多部门人员进行协调沟通等通用能力；纸笔测试通过在发动机大

修作业方案的制定中对作业成本的把控，考核其成本意识等职业素养；实操测试通过学生

能否积极主动参与维修作业过程，考核其艰苦奋斗和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热爱劳动和辛

勤劳动的劳动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思政素养。

2. 终结性考核（40%）

终结性考核应围绕课程目标，结合课程终结性考核要点，选择企业真实工作任务或设

计学习任务进行考核。学生根据任务情境中的要求，查找行业相关标准和企业操作规程，

明确作业流程，领取设备、工具、材料，按照作业流程和工艺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汽

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作业完成后应符合汽车发动机的验收标准，达到客户要求。考

核说明：本课程四个参考性学习任务在能力要求上呈平行关系，其中汽油发动机启动困难、

柴油发动机启动困难、发动机加速抖动和发动机怠速不稳属于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工作

范畴。基于综合性考虑，选择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诊断与排除作为考核任务。

考核任务案例：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诊断与排除

【情境描述】

一辆宝骏 630 汽车行驶里程为 80000km，该车发动机启动后，在怠速工况下产生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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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查判断为发动机系统故障，需要对发动机系统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现需按照规范的

作业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发动机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工作，作业过程需填写维修工单，

并交付质检员质检。

【任务要求】

根据情境描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汽车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案的编制和

实施。

1. 根据情境描述的故障现象，列出可能的故障原因，并请说明理由。

2. 根据情境描述的故障现象，查阅维修手册等资料，制定经济、合理的检修方案，

并说明理由。

3. 对该故障车发动机系统进行故障诊断与排除，填写维修工单。

4. 总结与展示故障诊断与排除的技术要点，提出改进措施，撰写维修报告。

5. 提出汽车使用与保养建议，并说明理由。

【参考资料】

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工作页和信息页、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课程相关教

材、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相关技术通报、维修手册、多媒体资料和网络学习资源等。

【考核要点】

1. 维修工单的填写、记录是否规范，是否符合专业要求。

2. 是否正确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技术信息。

3. 故障原因分析是否准确、全面。

4. 故障诊断思路、检修作业流程是否清晰、合理。

5. 是否正确选择和使用合适的工具、设备。

6. 检修操作是否规范。

7. 维修质量是否符合竣工要求。

8. 案例分析及维修工作总结是否规范。

9. 作业过程是否参照世赛标准，是否遵守安全、环保等的相关要求和“6S”管理规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