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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和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汽车构造与原理》是车辆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汽车

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各总成和零部件的组成、作用、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及其维护检修，

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的基本要求 

教学目标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使学生掌握现代汽车的典型结构；使学

生在掌握现代汽车典型结构的基础上理解汽车各部分结构的工作原理；使学生了解汽车技术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使学生在掌握现代汽车结构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与修理；使学生了解汽车所用材料。 

三、本课程和相关课程 

本课程内容繁多、涉及面广，范围大，学生学习本课程时，须具有一定的金属材料学、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等基础知识，其先修课程为《汽车机械基础》。 

 

 

 
  



                              

Ⅱ 课程考试内容与考核目标 

汽车总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汽车分类、代号、主要技术参数等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及课程简介 

（二）汽车的定义及总体组成 

（三）汽车的分类及代号 

（四）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 

（五）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车的定义及总体组成；汽车的分类及代号；汽车的主要技术参数。 

第一章 发动机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汽车发动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了解各类汽车发动机的性能特点及其科学评价

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发动机总体组成与基本工作原理 

（二）发动机的类型与性能评价平衡微分方程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国内外汽车工业发展概况；汽车的类型、国产汽车编号规则、

汽车总体构造和汽车行驶基本原理；发动机分类、内燃机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2. 领会：四行程和二行程发动机工作原理、发动机总体构造和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与特性。 

 

第二章 曲柄连杆机构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曲柄连杆机构、活塞连杆组、曲轴飞轮组、可变气缸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了

解曲柄连杆机构常见故障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课程内容 
（一）机体组结构原理 



                              

（二）活塞连杆组结构原理矩形梁的纯弯曲 

（三）曲轴飞轮组结构原理位移分量的求出 

（四）可变气缸结构原理简支梁受均布荷载 

（五）曲柄连杆机构常见故障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领会：曲柄连杆机构的运动与受力分析；掌握气缸体组、活塞连杆组及曲轴飞轮组的组成、功用

及构造。 

2. 简单应用：活塞环的密封机理，掌握曲轴的轴向定位、曲轴曲拐的布置及发火顺序。 

第三章 发动机换气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发动机换气系统的组成与结构，理解四冲程发动机的配气正时与充气效率，

发动机可变进气控制、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技术原理，了解换气系统的使用日常维护使用的基本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换气系统概述 

（二）换气系统组成与结构 

（三）四冲程发动机的配气正时与充气效率 

（四）发动机可变进气控制技术 

（五）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 

（六）换气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了解配气机构的功用与要求，掌握配气机构的布置与传动。 

2. 领会：掌握气门组、气门传动组零件的功用、材料及构造；凸轮轴轴向定位，配气相位，气门间

隙检调原理及方法。 

3.简单应用：换气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四章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汽油机燃料燃烧基础原理，熟悉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统的构造及主要工作原理，

了解汽油机缸内直喷系统的技术原理，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检测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汽油机燃料燃烧基础 

（二）汽油燃料供给系统构造与工作原理 

（三）汽油机缸内直喷系统 

（四）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油机供给系的功用、组成。 

2. 领会：简单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汽油喷射系统的类型，典型汽油喷射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五章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柴油发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熟悉柴油机电控喷射系统、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

与燃烧系统的主要工作原理，了解柴油燃料供给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检测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电控柴油喷射系统 

（二）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 

（三）柴油燃料供给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柴油机供给系的功用、组成；柴油机的燃烧室；喷油器的功用、类型、构造与工作原理。 

2. 领会：柱塞式喷油泵的功用，基本要求、构造及工作原理，供油量和供油正时的调整。 

3. 简单应用：调速器分类、功用、工作原理及调整；转子分配泵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4. 综合应用：柴油燃料供给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六章 汽油机点火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汽油机点火系统的结构与基本工作原理。了解电子点火、计算机控制点火结构

与工作原理，汽油机点火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检测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汽油机点火系统概述 

（二）汽油机点火基本原理 

（三）电子点火系统 

（四）计算机控制点火系统 

（五）汽油机点火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油机点火时刻，传统点火系统主要元器件的结构；电子点火系统和微机控制点火系统。 

2.领会：传统点火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汽油机点火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七章 发动机排气污染控制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排气净化的目的、汽油机排气净化措施及装置和柴油机排气净化。 

二、课程内容 
（一）发动机的排气污染及危害 
（二）汽油机排气污染控制系统 
（三）柴油机排气污染控制系统 
（四）发动机排气污染控制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车发动机的有害排放物；排气净化的目的、汽油机排气净化措施及装置和柴油机排气

净化简介；其他排放物的控制系统；柴油机的排放控制系统。 

2.领会：汽车排放物的控制系统的原理。 

3.综合应用：发动机排气污染控制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八章 发动机冷却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冷却系统的基本组成、作用与工作原理。熟悉冷却系统主要部件结构与工作原

理、冷却系统的控制方法，了解冷却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二、课程内容 
（一）冷却系统的作用与基本组成 
（二）冷却系统的控制方法 
（三）冷却系统主要部件结构与工作原理 
（四）冷却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冷却系的功用、组成、冷却方式。 

2. 领会：水冷却系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工作原理；了解风冷却系。 

3.简单应用：冷却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九章 发动机润滑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润滑系统的作用、主要部件结构及与工作原理，了解润滑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

见故障检查处理。 

二、课程内容 
（一）润滑系统的作用与工作原理 
（二）润滑系统主要部件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润滑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润滑系功用、要求、类型与组成；润滑剂的种类与牌号。 

2. 领会：润滑油路、主要部件构造及工作原理、曲轴箱通风。 

3.简单应用：润滑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第十章 发动机启动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起动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了解起动系统的使用维护、常见故障的判断与处

理。 

二、课程内容 
（一）起动系统概述 
（二）起动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三）发动机起停系统 
（四）起动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车电源；电子点火系统和微机控制点火系统；起动系统的常见故障。 

2. 领会：传统点火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点火时刻，传统点火系统主要元器件的结构。 

3.简单应用：汽车起动系统的常见故障判断与排除。 

 

第十一章 发动机管理系统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传动系组成、功用及类型，熟悉传动系的特点和布置形式，了解 EMS 的使用

维护与常见故障的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发动机管理系统的功能 
（二）发动机集中控制系统 
（三）EMS 的供电电路 
（四）EMS 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传动系组成，传动系的特点。 

2.领会：发动机管理与控制系统的功能 

2. 简单应用：EMS 的供电电路使用的常见故障与维护。 

 



                              

第十二章 汽车传动系统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学习的目的是识记传动系统的结构组成、功用及类型，熟悉传动系的特点和布置形式，传动系

统常见故障及其检查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离合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二）汽车手动变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液力机械传动自动变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四）双离合变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五）CVT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六）汽车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七）汽车驱动桥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八）传动系统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汽车传动系的组成、防滑差速器。功用及布置形式；掌握离合器的功用、要求和类型；各

种典型离合器（周布弹簧式、膜片弹簧式）的构造；变速器的功用和类型；万向传动装置的功用与组成；

半轴支承形式与桥壳。 

2. 领会：摩擦式离合器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各种典型离合器（周布弹簧式、膜片弹簧式）的工作原

理；普通齿轮式变速器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掌握同步器的功用、构造及工作原理；驱动桥的功用与

组成；齿轮式差速器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3. 简单应用：离合器操纵机构；各种典型离合器（周布弹簧式、膜片弹簧式）的调整；变速器的操

纵机构；行星齿轮式变速机构变速原理；典型行星轮变速机构；十字轴式刚性万向节的构造及不等速工

作特性 

4.综合应用：液力机械传动、液力耦合器、液力变矩器的构造与工作原理、液力变矩器的特性及其

效率、典型液力变矩器、液力机械变速器简介；准等速万向节及等速万向节的构造与应用；主减速器的

功用、类型、构造及调整。 

 

第十三章 汽车行驶系统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行驶系统车轮结构、悬架结构的工作原理，了解汽车行驶系统的使用维护

与常见故障处理。 
二、课程内容 
（一）车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二）车桥与车轮定位 
（三）汽车悬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四）汽车行驶系统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行驶系的功用、组成和结构形式；车架的类型，边梁式车架，中梁车架；车桥的类型，转

向桥和转向驱动桥构造，转向轮定位；车轮、轮胎的构造，轮辋轮廓类型与规格代号，轮胎规格标记方

法。 

2. 领会：悬架的功用、组成和类型，悬架的弹性元件和减振器。 

3. 简单应用：各种非独立悬架和独立悬架的构造，多轴汽车的平衡悬架。 

 

第十四章 汽车转向系统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转向系的功用、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对转向系的要求，了解转向系统常见故

障及其检查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转向系统概述 
（二）机械转向系统 
（三）液压助力转向系统 
（四）电控助力转向系统 
（五）线控转向系统 
（六）四轮转向系统 
（七）转向系统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转向系的功用、组成、对转向系的要求；转向器的类型，型转向器的构造；转向传动机构

的组成和布置形式，主要零部件的构造。 

2. 领会：转向系的功用和基本工作原理；动力转向装置的组成的工作原理，整体式动力转向器与

转向加力器； 

3.简单应用：典型转向器的构造、工作原理与调整方法。 

 

第十五章 汽车制动系统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掌握制动器、制动传输装置、防抱制动系统（ABS）、辅助制动装置的结构及

其工作原理，了解制动系统常见故障检测及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制动系统概述 
（二）制动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制动传输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四）防抱制动系统（ABS）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五）辅助制动装置 



                              

（六）制动系统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制动系的类型及基本组成；各种制动系统的组成；汽车制动防抱死装置简介。 

2. 领会：制动系的功用，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各种制动系统工作原理；制动力调节装置的作用、

类型、工作原理。 

3. 简单应用：掌握各种制动器的构造、特点、工作原理及调整方法。 

4.综合应用：各种制动系统工作原理，其中主要总成、零部件的构造、工作原理及调整。 

 

第十六章 车身壳体及车门、车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车身本体、车身开闭件、后视镜与遮阳板、车顶盖与天窗的结构及其工作原理，

了解车身各部件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的检测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车身本体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二）车身开闭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后视镜与遮阳板的结构原理 
（四）车顶盖与天窗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五）车身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车身本体及结构；车身开闭件的组成；后视镜与遮阳板的结构。 

2.领会：车身本体的工作原理；车身开闭件的工作原理；后视镜与遮阳板的结构原理；车顶盖与天

窗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车身的使用常见故障与维护。 

 

第十七章 汽车座椅及安全防护装置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汽车座椅、保险杠、安全带、安全气囊、倒车雷达与倒车影像以及汽车其他安

全防护装置的工作原理、重要性及使用方法，了解汽车座椅及安全防护装置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判断

排除。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座椅 
（二）汽车保险杠 
（三）汽车安全带 
（四）汽车安全气囊 
（五）倒车雷达与倒车影像 



                              

（六）汽车其他安全装置 
（七）汽车座椅及安全防护装置的使用维护与常见故障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汽车座椅、汽车保险杠、汽车安全带、汽车安全气囊、倒车雷达与倒车影像、汽车其他安

全装置的主要结构及功用。 

2.领会：汽车安全气囊的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汽车座椅及安全防护装置的常见故障与使用维护。 

 

第十八章 汽车货箱及改装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各种货箱的结构、功能及简单改装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二、课程内容 
（一）平板式货箱 
（二）栏板式货箱 
（三）厢式货箱 
（四）仓栅式货箱 
（五）罐式货箱 
（六）自卸式货箱 
（七）特种车辆 
（八）货箱改装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各种货箱的结构及简单改装；特种车辆。 

2.简单应用：各种货箱进行改装时应遵守哪些原则。 

 

  



                              

Ⅲ 有关说明和考核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车辆工程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有关规定而编写的，其为个人自学、社会助学、

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导材料的重要依据。个人自学、社会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

导材料，必须与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基本一致。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

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内容。大纲中未列出的知识点则不属于必须掌握的内容，也不属于考核

内容。 

二、学习要求与考核要求的说明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

应掌握的程度，大纲中课程考核知识点是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目的与要求中，对自学教材各章、

节内容掌握的程度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依次为了解、理解、掌握、熟练掌握。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章节的考核知识点中。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

自身特点不同，故在“考核要求”中分别按四个认知层次确定考核要求，从低到高依次是：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如名词、定义、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做出正确的判

断和选择。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知识点的联系

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简单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少数几个知识点，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分析解决汽车服务工程中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 

（一）自学教材： 
王海林主编.汽车构造与原理(第五版) (上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二）参考教材： 
刘仁鑫主编.汽车构造与原理(第五版) (上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汽车构造与原理课程知识性、实践性较广，内容丰富，因此，自学者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参考自

学考试大纲，制定自学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的教材，坚持按计划进行自学。自学的内容和掌握的程度应

参照本大纲规定的要求，深入理解各章的知识点。 

五、社会助学 

（一）社会助学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基本内容与考核内容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具体要求，妥善

安排教学辅导环节。 

（二）针对自学者的情况，教师有计划地进行讲解辅导，对考生布置一定的作业以帮助自学者加深

对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三）自学者应按照本大纲的要求，认真学习规定教材，全面而系统，并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中规



                              

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六、考试命题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均为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加

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

力层次要求。 

3．“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

比例依次约为：20%、30%、30%、2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依次大致为：

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作图题、论述题等。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汽车造型的形成与演变是受以下哪些因素的影响。（  ） 

A．技术进步和工艺发展          B．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 

C．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          D．所有选项都正确 

二、判断题： 

1.人感知色彩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光线、物体、眼睛。（  ） 

三、名词解释： 

1.干扰阻力 

四、简答题： 

1.甲壳虫型汽车和船型汽车各自的优缺点。 

五、作图题： 

1.用几何作图法求出线段 AB 的黄金分割点，C 为中点。 

 

六、论述题： 

1.论述汽车造型设计中的文化因素对汽车外观设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