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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该课程是一门面向应用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综合性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

学与实践，使学生了解汽车检测行业最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获得现代汽车检测诊断技术的基础

理论、检测诊断汽车的技术状况、判断汽车性能等系统知识；掌握汽车检测诊断操作的具体方法，整

车性能实验与检测：并了解检测诊断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及应用，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现

代汽车检测与诊断应用技术进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学习后续汽车专业课以及将来从

事汽车方面的技术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现行的主要汽车保险险种、条款、费率规章等。了解我

国汽车保险业现状。掌握汽车承保、理赔、定损、赔款理算、保险公估等有保险实务。 

2.了解汽车检测诊断行业发展现状。了解汽车检测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3.掌握常用汽车检测及诊断的方法及评价标准，包括发动机检测诊断、底盘相关检测诊断、汽车

综合性能检测、环保性能检测等。 

4.学会使用常见的检测仪器设备，如灯光检测仪、故障诊断仪、发动机综合分析仪等，并能够对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5.加强对汽车构造以及汽车理论等专业基础课的认识，强化专业认知，形成工科思维。 

（三）本课程和相关课程 

本课程内容繁多、涉及面广，范围大，自学者学习本课程时，须具有一定的汽车构造、电工电子

技术、汽车电控技术等基础知识。 

 

  



                              

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的相关术语，掌握其中故障率、故障树汽车技术状

况、汽车诊断周期等概念。掌握汽车安全环保检测站的任务、类型，组成和工位布置，格工位设备与

检测项目等。了解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任务、类型，组成和止位布置，各工位设备与检测项目等。了

解诊断与检测的目的，诊断的三种方法、类型及特点。了解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国内外发展概况以及

我国有关规定。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概述 

(二)汽车检测诊断参数 

(三)汽车诊断参数标准 

(四)汽车诊断周期 

(五)汽车检测站 

(六)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国内外发展概况。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的相关术语。汽车诊断参数标准和诊断周期。汽车安全环保检测站

的任务、类型，组成和工位布置。 

2.理解：诊断与检测的目的、方法、类型及特点；汽车诊断参数。 

3.简单应用：汽车检测站各工位设备与检测项目。 

第二章 汽车整车技术状况检测 

一、学习目的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汽车整车性能检测的主要项目及检测意义，掌握汽车整车技术状况检测项

目的评价指标和检测标准。了解底盘测功机、制动试验台、侧滑试验台、前照灯检测仪、车速表试验

台、不分光红外线分析仪、不透光烟度计、声级计等检测设备的结构原理。掌握汽车动力性、经济

性、制动性、车轮侧滑、前照灯、车速表、排放、噪声等的检测方法。能根据检测结果分析汽车技术

特性，并正确评价整车技术状况。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动力性检测 

(二)汽车燃料经济性检测 

(三)汽车转向轮侧滑量检测 

(四)汽车制动性能检测。 

(五)汽油车排放污染物检测 

(六)柴油车排放污染物检测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汽车整车性能检测的主要项目。汽车动力性、经济性、制动性、车轮侧滑、前照灯、车

速表、排放、噪声等的检测方法与步骤。 

2.汽车整车技术状况检测项目的评价指标和检测标准。 

3.简单应用：检测结果分析汽车技术特性，并正确评价整车技术状况。 

第三章 发动机的检测与诊断 

一、学习目的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发动机输出功率检测设备、方法、评价指标。掌握燃油供给系统检测的设

备、方法、评价指标。掌握点火系统的检测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掌握冷却系和润滑系检测的设

备、方法、评价指标。掌握发动机异响检测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 

二、课程内容 

(一)发动机输出功率的检测 

(二)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 

(三)点火系统的检测 

(四)冷却系和润滑系的检测 

(五)发动机异响的诊断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考核知识点 

1.发动机输出功率和综合性能检测 

2.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的诊断与检测 

3.发动机点火系统的检测 

4.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 



                              

5.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测 

6.发动机润滑系统的检测 

7.发动机异响的诊断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发动机输出功率；发动机技术状况检测的作用。 

2.理解：发动机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工作原理；发动机异响的原因。 

3．简单应用：发动机异响的检测；发动机输出功率的检测方法与步骤；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方法

与步骤；点火系统的检测方法与步骤；冷却系和润滑系的检测方法与步骤。 

4.综合应用：发动机性能的检测方法与发动机综合性能检测仪的使用方法；检测结果的分析。 

第四章 汽车底盘检测与诊断 

一、学习目的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传动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掌握制动系统的检测诊断

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掌握转向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 

二、课程内容 

(一)传动系统的检测诊断 

(二)制动系统的检测诊断 

(三)转向系统的检测诊断 

(四)车轮及悬架系统的检测诊断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考核知识点 

1.传动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2.制动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3.转向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4.行驶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传动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法；制动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法；转向系统的检

测诊断的设备。 

2.理解：传动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评价指标；制恸系统的评价指标；转向系统的评价指标。 

3.综合应用：传动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制动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



                              

法、评价指标；转向系统的检测诊断的设备，方法评价指标。 

第五章 车身及附件的检测与故障诊断 

一、学习目的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车身损伤的检测诊断方法。掌握车身测量系统的检测原理和使用方法。掌

握汽车安全气囊系统故障的诊断方法。掌握汽车电子组合仪表系统故障的检测方法。能利用车身的检

测基准诊断车身故障。能利用车身测量系统诊断车身故障。能利用检测仪或人工法读取及清除 SRS 故

障码。能利用检测仪诊断汽车电子组合仪表系统故障。 

二、课程内容 
（一）车身检测与诊断 

（二）安全气囊系统检测与诊断 

（三）汽车空调系统检测与诊断 

（四）汽车前照灯检测 

（五）车速表检测 

（六）汽车电子组合仪表检测与诊断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考核知识点 
1.车身检测与诊断方法；车身测量系统的类型。 

2.安全气囊系统检测与诊断。 

3.汽车空调系统检测与诊断。 

4.汽车前照灯与车速表检测。 

5.汽车电子组合仪表检测与诊断。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车身损伤的检测基准；车身检测与诊断方法；车身测量系统的类型；车身测量系统检测诊

断车身损伤的步骤。安全气囊系统诊断注意事项；安全气囊系统诊断方法。汽车空调系统检测步骤。

车速表试验台的组成。汽车电子组合仪表检测与诊断。 

2.理解：前照灯发光强度和光束照射位置检测的基本原理；车速表表示值误差的检测原理。 

3.简单应用：汽车电子组合仪表系统故障的检测；利用车身的检测基准诊断车身故障；利用车身测

量系统诊断车身故障； 

4.综合应用：利用检测仪或人工法读取及清除 SRS 故障码；利用检测仪诊断汽车电子组合仪表系统



                              

的故障。 

 

 

 

 

 

 

 

  



                              

Ⅲ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汽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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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各模块所规定的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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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学教材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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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应用。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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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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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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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节多个知识点，解决汽车服务工程中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1.赵祥模.汽车检测诊断技术，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2022。 

（二）参考教材： 

1.赵英勋.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 

2.王盛良.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第 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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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CA%A2%C1%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3．“识记”、“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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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分析论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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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动距离属于（    ）参数。 

A.工作性能     B.伴随过程     C.工作工程    D.几何尺寸 

二、判断题： 

1.气缸压缩压力越大越好。      （   ） 

三、填空题： 

1.________是气缸密封性最直接的评价指标。 

四、名词解释： 

1.汽车检测 

五、简答题： 

1.气缸密封性的诊断参数有哪些？ 

六、分析题： 

1.分析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检测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