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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和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学习汽车电器设备和

电控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学完该课程的各个环节后，学生应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基本

构成和理论基础，为后续解决复杂汽车工程问题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课程的基本要求 

教学目标：通过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作业等环节，使学生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结构组成、工

作原理，能够进行常见汽车电控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检修，并初步具备简单汽车电控系统的设计能力和解

决实际生产中技术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基础。 

课程目标 1：基于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发动机原理、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通过对汽车电器

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组成与结构、工作原理等的分析与掌握，培养

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得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徳，有意愿并有能力服

务社会。 

课程目标 2：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分类、电源及其控制技术、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自动变速器

及其控制技术、防滑控制技术、悬架电子控制技术、车辆运动控制技术、车身电子控制技术、汽车信息

技术、智能汽车控制技术等专业理论知识，为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课程目标 3：具有针对常用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与工作原理，各系统的正确使用、维护、

维修及常见故障诊断的基本技能，电控系统的使用注意事项，电控系统常见故障诊断、维修及电控系统

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等基本能力的熟悉与应用能力，解决电子技术方面的复杂工程技术问题，培养学生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方面的基本能力。 

课程目标 4：面向车辆工程专业学生，提高学生的基本知识理论素养，树立学生车辆工程可持续发

展的意识，培养善于发现问题、提出方案并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业务素质，加强学生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建设，提高责任意识，使得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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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课、汽车构造、

汽车理论、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 

 
  



                              

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汽车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了解汽车电子技术的发展过程和功能；掌

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分类，掌握汽车电气系统的特点；掌握汽车电控系统的类型及控制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电子技术的概述、发展 
（二）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分类 
1.发动机控制系统 
2.底盘控制系统 
3.车身控制系统。 
（三）汽车电气系统的特点 
1.低压 
2.直流 
3.单线制 
4.负极搭铁。 
（四）汽车电子产品的功能开发与软件开发 

三、考核知识点 

1. 考核重点：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分类、汽车电气系统的特点。 

2. 考核难点：汽车电子产品的功能开发与软件开发。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汽车电子技术的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0-1975 年）、第二阶段（1975-1985 年）、

第三阶段（1985 年-现在）。 

2.领会：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分类、汽车电气系统的特点。 

3.简单应用：汽车电子产品的功能开发与软件开发。 

 

第二章 电源及其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蓄电池、锂电池的构造与型号；掌握蓄电池、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

性；掌握交流发电机的基本构造、工作原理及其特性；了解电压调节器的结构及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蓄电池的分类、构造与工作原理 
1.蓄电池的构造 
（1）极板和极板组 



                              

（2）隔板 
（3）电解液 
（4）壳体 
（5）单体电池的连接方式 
（6）蓄电池技术状态指示器。 
2.蓄电池工作原理 
（1）蓄电池静止电动势的建立 
（2）蓄电池的放电过程 
（3）蓄电池的充电过程 
3.蓄电池的工作特性及使用与维护 
（1）蓄电池的工作特性  
（2）蓄电池的使用与维护 
（二）锂电池 
1.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特点分析与构造 
2.典型的几种锂离子电池 
（三）发电机的构造、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 
1.交流发电机的构造：转子、定子、整流器、端盖 
2.工作原理 
3.工作特性：输出特性（负载特性）、空载特性和外特性 
（四）电压调节器结构及原理 
1.交流发电机的调节器电压调节器结构：触点式和电子式 
2.原理：通过调节磁场电流使磁极磁通改变来使发电机输出电压保持恒定。 
（五）电源变换器。 
1.DC/DC 电源变换装置 
2. DC/AC 电源变换装置 
3. AC/DC 电源变换装置 

三、考核知识点 

1. 考核重点：蓄电池、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交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2. 考核难点：电压调节器的工作原理。 

四、考核要求 

1.识记：蓄电池的构造；锂电池的构造；交流发电机的构造。 

2.领会：蓄电池工作原理、蓄电池的工作特性；锂电池的工作原理；交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交流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结构及原理。 

3.简单应用：蓄电池的使用与维护。 

4.综合应用：交流发电机电压调节器的使用。 
 

第三章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起动机起动系统的组成和作用；掌握起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熟悉

起动机的传动机构和电磁操纵机构；了解汽油机燃油喷射系统的概念；掌握汽油机燃油喷射系统的优



                              

点、分类；熟悉燃油喷射控制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了解柴油机电子喷射系统；掌握微机控制点火

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掌握点火提前角控制；了解无分电器点火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起动机及其控制 
1.起动系统的组成和作用 
2.起动系统的作用 
3.起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1)直流电动机组成 
(2)工作原理 
4.起动机的传动机构和电磁操纵机构 
（1）起动机的传动机构 
（2）电磁式控制装置 
5.起动机的特性和基本参数 
（1）直流串励式电动机的特性 
（2）起动机基本参数的选择 
（二）电子汽油喷射控制技术 
1. 燃油喷射相对传统供油方式的优点 
2.可燃混合气的配置要求 
3.汽油喷射系统的分类。 
（1）按喷油器的喷射位置分类 
（2）按控制方式分类 
（3）按喷射方式分类 
（4）按空气流量测量方式分类  
（5）按控制系统有无反馈信号分类 
4.发动机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结构 
（2）工作原理 
5.汽油缸内直接喷射控制系统 
（三）柴油机电子喷射系统 
1.柴油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柴油机电控喷射系统 
3.柴油机高压共轨系统的控制功能与控制基本原理 
（四）点火控制系统 
1.点火系统概述 
2.对点火装置的要求 
3.传统点火装置的缺陷 
4.电子点火装置 
（1）电感储能式电子点火系统 
（2）霍尔效应式电子点火系统  
（3）光电式电子点火系统 
5.电子控制点火系统 
（五）发动机其他电子控制技术 
1.怠速调节 
2.运行静音调节 



                              

3.柴油发动机零额校正及燃烧识别 
4.柴油发动机热辅助起动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起动系统的工作原理、工作特性；汽油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柴油机电子喷射系统结

构和工作原理；点火控制系统。 

2.考核难点：起动机的控制电路。汽油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组成、燃油喷射控制过程。 

四、考核要求 

1.识记：起动系统的组成，起动机的结构；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分类：按喷油器的喷射位置分类、

按控制方式分类、按喷射方式分类、按空气流量测量方式分类、按控制系统有无反馈信号分类；柴油机

电子喷射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点火系统的作用、分类。 

2.领会：起动系统的作用，起动机的工作原理，起动机的特性和基本参数；发动机电控汽油喷射系

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电子点火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微机控制电子点火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微

机控制无分电器点火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起动系统试验与调整；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检修方法；点火系统的使用与维护。 

4.综合应用：起动系统常见故障与诊断；电控发动机的检测与故障诊断；点火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排

除。 
 

第四章 自动变速器及其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自动变速器的组成；掌握自动变速器的工作原理；了解自动变速器行

星齿轮系统和液压控制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自动变速器的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熟悉自

动变速器的使用和常见故障的诊断。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变速器概述 
1.自动变速器的优点 
2.自动变速器的种类 
3.组成 
（二）自动变速器的结构特点 
1.有级机械式自动变速器 
2.双离合式有级自动变速器 
3.液力机械传动自动变速器 
4.无级自动变速器 
（三）自动变速器的共性技术 
1.起步装置 
2.执行机构 
（四）动力总成综合匹配规律 
1.车辆驾驶性能的定义 
2.发动机最佳经济性和动力性曲线 
3.换挡规律 
（五）自动变速器的控制技术 



                              

1.电子控制系统主要工作元件 
（1）传感器 
（2）自动变速器控制开关 
（3）执行器：电磁阀. 
（4）电子控制单元 ECU 
2.起步离合器控制 
3.有级变速器的换挡控制 
4.无级变速器的夹紧力和速比控制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自动变速器的优点、自动变速器的种类；自动变速器的优点；自动变速器的种类；自

动变速器的共性技术。 

2.考核难点：动力总成综合匹配规律；自动变速器的控制技术。 

四、考核要求 

1.识记：自动变速器的组成；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系统的组成；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的组成；

自动变速器的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 

2.领会：自动变速器的工作原理；自动变速器行星齿轮系统的工作原理；自动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

统的工作原理；自动变速器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典型自动变速器电液式控制系统。 

4.综合应用：自动变速器的使用、故障诊断与试验。 
 

第五章 防滑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ABS）、汽车驱动防滑控制系统（ASR）的结

构组成；掌握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汽车驱动防滑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技术；掌握 ABS 逻辑控

制算法、ABS 整车控制技术；掌握 ASR 控制技术；掌握 ABS/ASR 的驱动机构与电子控制装置；掌握

ESP 及其控制技术；熟悉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汽车驱动防滑控制系统的检测与常见故障诊断。 

二、课程内容 

（一）ABS 控制技术概述。 
1.组成 
2.分类 
（1）按系统构造分类：分离式和整体式 
（2）按系统控制方案分类：轴控制与轮控制 
（3）按控制通道与传感器数量分类 
3. ABS 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1）工作原理  
（2）防滑转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 
4.轮胎与路面间的相互关系 
5.单轮车辆系统的数学模型 
（二）ABS 逻辑控制算法 
1.简单逻辑控制算法 



                              

2.以车轮加、减速度和滑移率结合的逻辑控制 
3.基于滑移率的控制系统 
（三）ABS 整车控制技术 
1.整车布置形式 
2.整车制动时的受力分析 
3.整车控制技术 
（四）ASR 控制技术 
1.ASR 控制的原理； 
2.ASR 的控制； 
（五）ABS/ASR 的驱动机构与电子控制装置 
1.ABS 及主要部件 
2.ASR 的电控装置 
3.ASR 与 ABS 控制算法的比较 
（六）ESP 及其控制技术 
1.平面稳定性基本理论 
2.ESP 基本控制组成原理 
3.PID 控制器设计 
（七）新能源汽车制动能量回收技术 
1.新能源汽车含制动能量回收功能的 ABS 
2.电动车再生 ABS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汽车制动防抱死系统（ABS）的组成、分类、工作原理；汽车驱动防滑控制系统（ASR）

的组成、分类、工作原理。 

2.考核难点：ABS 逻辑控制算法、ABS 整车控制技术；ASR 控制技术（ASR 控制的理论依据、ASR

的控制方法、ASR 的组成和工作原理）；ABS/ASR 的驱动机构与电子控制装置；ESP 及其控制技术。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汽车制动防抱死系统（ABS）、汽车驱动防滑控制系统（ASR）的组成、分类。 

2.领会：汽车制动防抱死系统（ABS）的工作原理；汽车驱动防滑控制系统（ASR）的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ABS 逻辑控制算法、ABS 整车控制技术；ASR 控制技术；ABS/ASR 的驱动机构与电

子控制装置；ESP 及其控制技术。 

 

第六章 悬架电子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汽车电控悬架系统的作用与分类；掌握电控悬架系统结构和工作原

理、电控悬架系统的控制方法；了解电子空气悬架。 

二、课程内容 

（一）电控悬架的必要性 
1.悬架模型 
2.被动悬架的不足 
3.问题的解决 



                              

（二）电控悬架系统的作用与分类。 
1.作用：垂直反力（支承力）、纵向反力（牵引力和制动力）和测向反力   
2.分类：半主动悬架、主动悬架、电子空气悬架 
（三）电控悬架系统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 
1.结构组成 
（1）电控悬架用传感器 车速传感器、转角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车身高度传感器。 
（2）控制器及其实现功能 
（3）阻尼可调减振器 
（4）驱动装置 
2.电控悬架系统的控制原理 
（1）自适应控制 
（2）最优控制 
（3）模糊控制 
3.电控空气悬架系统的控制过程 
（四）电子空气悬架 
1.空气弹性器件及工作原理 
2.电子空气悬架系统的结构组成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汽车电控悬架系统的作用与分类、结构和工作原理。 

2.考核难点：电控悬架系统的控制原理；空气弹性器件及工作原理。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汽车电控悬架系统的作用与分类。 

2.领会：电控悬架系统结构。 

3.简单应用：电控悬架系统的工作原理。 

4.综合应用：电控悬架系统的控制方法。 

 

第七章 车辆运动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

方法；掌握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结果组成、工作原理、使用、故障诊断和检修以及功能和特点；了解

汽车防撞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了解自动泊车系统、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的工作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转向系统电控技术 
1.助力转向系统的类型 
（1）传统液压式助力转向系统（HPS） 
（2）电控-液压助力转向系统(EHPS) 
（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 
2.电动式动力转向助力特性与控制 
3.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方法。 
（1）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原理  
（2）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策略 助力控制；回正控制；阻尼控制 



                              

（3）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逻辑 
（4）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流程 
4.线控自动转向 
（二）巡航控制系统 
1.定速巡航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 
2.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 
（三）防撞系统 
1.主动防撞与被动防撞 
2.按碰撞方向分类 
3.防撞系统的关键技术 
（1）传感测距装置 
（2）安全距离模型 
4.防撞系统的组成与原理 
5.主动防撞系统的控制技术 
6.防撞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自动泊车系统 
1.研究自动泊车系统的意义 
2.自动泊车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3.自动泊车的过程分析 
4.自动泊车系统的关键技术 
（五）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1.LKA 系统的分类和组成 
2.LKA 系统的工作原理 
3.LKA 系统的功能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结果组成、工作原理、使

用、功能和特点；防撞系统传感测距距装置、.碰撞报警与避免系统；自动泊车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考核难点：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方法；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和检修；雷达新型防撞系统；

自动泊车系统的关键技术。 

四、考核要求 

1.识记：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结果组成。 

2.领会：助力转向系统的类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工作原理。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3.简单应用：电动助力转向的控制方法。 

4.综合应用：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检测与故障诊断。 

第八章 车身电子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安全气囊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安全气囊系统的故障诊断和检

修；掌握安全气囊系统的作用、工作过程。掌握座椅电控系统、自适应前照灯系统电动后视镜的工作

原理；掌握汽车自适应前照灯的要求、结构、分类、调整和防眩目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安全气囊系统 
1.安全气囊系统的功用 
2.安全气囊的分类 
2.安全气囊系统的故障诊断和检修 
3.安全气囊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4.座椅安全带控制系统 
（二）座椅电控系统 
1.电动座椅的功能、构造及工作原理 
2.电动座椅的电子控制系统 
3.座椅加热系统 
（三）自适应前照灯系统 
1.AFS 的功能 
2.关键技术 
3.AFS 的组成 
4.主要硬件和软件 
（四）电动后视镜 
1. 电动后视镜构造 
2. 电动后视镜控制电路及工作原理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安全气囊系统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座椅电控系统、自适应前照灯系统电动后视镜

的工作原理。 

2.考核难点：安全气囊系统的工作原理。 

四、考核要求 
1.识记：安全气囊系统的结构组成。 

2.领会：安全气囊系统的工作原理；座椅电控系统、自适应前照灯系统电动后视镜的工作原理。 

第九章 汽车信息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电子导航技术、轮胎压力监测技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常用的有

五种仪表和三种相应的传感器；掌握车载网络系统的功能、特点、组成和工作原理；了解车载诊断系

统仪表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导航技术 
1.智能车辆导航系统 
2.自主式车辆导航系统设计 
（二）轮胎压力监测技术 
1.轮胎压力对汽车性能的影响 
2.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的类型 
3.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组件 
4.直接式 TPMS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电子仪表  



                              

1.五种仪表 
2.三种相应的传感器 
（四）车载网络技术 
1.车载网络系统的基础知识 
2.主要车用网络协议分类 
2.车载网络系统协议介绍 
（五）车载诊断系统 
1.车载诊断系统概述 
2.车载诊断系统原理 
3.故障码的分类和意义 
4.车载诊断协议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常用的五种仪表和三种相应的传感器；车载网络系统的功能、特点、组成；车载诊断

系统仪表系统的组成。 

2.考核难点：电子导航技术、轮胎压力监测技术的工作原理；车载网络系统的工作原理；车载诊断

系统仪表系统的工作原理。 

四、考核要求 
1.识记：较常用的五种仪表和三种相应传感器。 

2.领会：电子导航技术、轮胎压力监测技术的组成；车载网络系统的功能、特点、组成；车载诊断

系统仪表系统的组成。 

3.简单应用：电子导航技术、轮胎压力监测技术的工作原理；车载网络系统的工作原理；车载诊断

系统仪表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十章 智能汽车控制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图像感知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了解激光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毫

米波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的工作原理和应用；了解智能车辆定位、智能车辆路径规划与跟踪、智能车

辆电子电气架构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图像感知技术 
1.图像与图像处理概述 
2.智能汽车视觉感知技术的发展 
3.智能汽车视觉感知方法 
（二）激光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 
1. 激光雷达的工作原理 
2. 激光雷达的分类 
3. 激光雷达的检测算法 
（三）毫米波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 
1. 毫米波雷达的工作原理 
2. 毫米波雷达的分类 
3. 毫米波雷达的频段 
（四）智能车辆定位 



                              

1.卫星定位与导航系统 
2.惯性导航与定位技术 
（五）智能车辆路径规划与跟踪 
有向图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 
（六）智能车辆电子电气架构 
1.电子电气构架的内涵 
2.分布式 ADAS 架构 
3.域控式 ADAS 架构 

三、考核知识点 

1.考核重点：图像感知技术、激光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毫米波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智能车辆定

位、智能车辆路径规划与跟踪、智能车辆电子电气架构的工作原理。 

2.考核难点：图像感知技术、激光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毫米波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智能车辆定

位、智能车辆路径规划与跟踪、智能车辆电子电气架构的应用。 

四、考核要求 
1.领会：图像感知技术、激光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毫米波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智能车辆定位、

智能车辆路径规划与跟踪、智能车辆电子电气架构的工作原理。 

2.简单应用：图像感知技术、激光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毫米波雷达原理与算法开发、智能车辆定

位、智能车辆路径规划与跟踪、智能车辆电子电气架构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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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中课程考核重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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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理解以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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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决汽车服务工作中简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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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第 3 版》，张军，周云山，张飞铁.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 年 10 月。 

（二）参考教材： 

杨保成.《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陈刚，王良模，王冬良.《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09 月。 

，冯渊.《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 01 月。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课程知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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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线。 

  



                              

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燃油喷射系统中，氧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发动机燃烧状况，它发出的一个变化的信号是(   )。 

A、电流     B、电压     C、电阻     D、电感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起动机的组成部件的是（    ） 

A、直流电动机     B、交流电动机   C、传动机构   D、电磁开关 

三、判断题 

1.汽油喷射系统单点喷射是指将燃油喷射在发动机节气门段。（    ） 

四、名词解释题 

1.空气流量计 

五、简答题： 

1.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六、分析计算题 

1.试以如图所示交流发电机为例,简述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励磁、充电、取样）。 

 


	六、分析计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