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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纲 4042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纲

08570 汽车构造与原理

江苏理工学院编（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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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汽车构造与原理》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专升本）中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

考生通过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和总体构造，掌握汽车各部分的名称、构造和功用，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汽车相关知识打下良好基础。主要内容包括：汽车的类型以及

发动机基本知识、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电控汽油喷射式燃料供给系统、柴

油机燃料供给系统、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发动机冷却系统、发动机润滑系统、

发动机起动系统、新能源汽车简介与发动机传动系统、汽车行驶系统、汽车转向

系统、汽车制动系统、轿车车身等内容。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鼓励考生：

1.能够掌握汽车发动机各机构和系统、底盘各系统结构功用和工作原理、典

型零部件结构组成和基本性能要求。

2.能够灵活运用汽车发动机各机构和系统、底盘各系统结构特点和工作原

理，具有对车辆性能及工程问题的初步分析能力。

3.掌握发动机和底盘的基本理论，具备汽车拆装的初步技能，熟练对汽车发

动机和底盘进行装配、调整。培养考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汽车构造与原理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专升本）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与该

专业的许多其他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汽车机械原理》等课程是本课程的基础，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等课程与本课程紧密衔接。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是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电控汽油喷射式燃料供给系统、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统、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发动机冷却系统、发动机润滑系统，

发动机传动系统、汽车行驶系统、汽车转向系统、汽车制动系统；次重点是发动

机起动系统、新能源汽车简介与一般汽车的类型以及发动机基本知识、轿车车身

知识。

难点是机械式无级变速器工作原理；点火提前角特性；燃料供给系统工作原

理；防抱死制动系统工作原理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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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

础上。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汽车发动机各机构、底盘各系

统结构和典型零部件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

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能够灵活运用汽车发动机各机构和

系统、底盘各系统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具有对车辆性能及工程问题进行分析，

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能够掌握发动机和底盘维护和修理的基

本理论，汽车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

断利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分析和解决一般应用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能熟练对汽车发动机和底盘进行装配、调

整，培养考生的工程实践等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论证，或者进行比较，并

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发动机基本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概念、汽车总体构造及总体布置形式；汽车行驶的

基本原理；四冲程汽油机的工作原理；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汽车的类型以及行驶基本原理

识记：①发动机的含义。

领会：①汽车总体构造及总体布置形式。

简单应用：①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2.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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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工作循环的含义，上止点、下止点、活塞行程等含义。

领会：①进气行程、压缩行程、做功行程、排气行程的含义；②气缸工作容

积、燃烧室容积、气缸总容积、发动机排量、压缩比的含义。

3.发动机的总体构造以及主要性能指标和规则

识记：①内燃机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领会：①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动力性指标（有效转矩、有效功率）；

②经济性指标（燃油消耗率）。

简单应用：①发动机的速度特性；②两大机构五大系统的功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掌握汽车的类型、汽车的总体构造、国产汽车的编号规则及

VIN 码的含义；②理解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

本章难点：①掌握发动机的分类、整体构造；②掌握四冲程发动机工作原理

并理解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和特性；③掌握内燃机型号的编制规则。

第二章 曲柄连杆机构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气缸体的结构类型、气缸的结构特点；活塞连杆组的作

用及组成；曲轴飞轮组的作用与组成；曲拐的布置与发动机工作顺序之间的关系，

曲柄连杆机构拆装方法与要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机体组

识记：①气缸体、气缸盖和衬垫、油底壳的结构。

领会：①气缸体的分类、气缸的排列方式、气缸和气缸套的分类。

综合应用：①气缸盖与燃烧室功用、气缸盖与燃烧室工作条件、气缸盖与燃

烧室材料性能。

2.活塞连杆组

识记：①活塞、活塞环和活塞销功用。

领会：①活塞、活塞环和活塞销的材料性能和工作方式。

综合应用：①不同断面活塞环的性能要求；②V型发动机连杆的功用。

3.曲轴飞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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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曲轴功用、飞轮功用、曲轴扭转减震器的性能。

领会：①曲轴的支撑方式、曲轴飞轮组组合式材料和结构。

综合应用：①多缸发动机点火次序的区分；②双质量飞轮的优点。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理解曲柄连杆机构各组成部分的组成、功用与工作原理；了解

曲柄连杆机构受力情况；②掌握气缸体结构类型、气缸的结构特点等，了解活塞

连杆组与曲轴飞轮组结构；③理解活塞环的密封原理与结构特点。

本章难点：①掌握曲拐的布置与发动机作功顺序之间的关系；②掌握曲柄连

杆机构主要零部件的检测方法；③掌握曲柄连杆机构装配与调整方法。

第三章 配气机构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配气机构的布置形式和结构特点，以及配气相位的特征；

掌握气门组和气门传动组的主要部件及工作过程，掌握典型可变配气定时机构工

作特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气门式配气机构的布置及传动

识记：①凸轮轴的布置形式。

领会：①凸轮轴下置式、中置式和上置式配气机构的特点。

综合应用：①齿轮传动的特点装配特点；②链传动与同步带传动的性能特点。

2.配气相位

识记：①进气提前角与进气迟后角的含义。

领会：①排气提前角与排气迟后角的工作特性；②曲轴转角表示的进、排气

门的实际开闭时刻和开启的持续时间基本原理。

综合应用：①配气机构的总体结构形式，根据发动机性能要求合理的配气相

位应用。

3.配气机构的零件和组件及可变配气系统

识记：①四冲程内燃机采用气门式配气机构；②气门组、传动组和驱动组结

构。

领会：①气门、气门座、气门导管、气门弹簧等零件结构以及工作原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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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轴及正时齿轮、挺柱、推杆、摇臂结构以及工作原理。

综合应用：①配气机构在各种工况下工作时获得最佳的进气量基本原理；②

分段可变气门机构与连续可变气门机构的工作原理；③双进气管分段工作进气系

统与进气管长度面积可变进气系统的功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熟练掌握配气机构的功用、组成、类型以及布置形式和传动形

式；理解配气相位及气门早开迟闭的意义；②理解充量系数的意义；③掌握气门

组与气门传动组的结构与组成；④了解可变气配气系统工作原理。

本章难点：①掌握配气机构主要零部件的功用；②可变配气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四章 电控汽油喷射式燃料供给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初步分析汽油机的可燃混合气成分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掌

握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组成与原理，空气供给系统的组成，掌握汽油机供给系统

主要零部件结构要求，掌握涡轮增压工作原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燃料与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识记：①燃油供给装置、空气供给装置、可燃混合气形成装置、可燃混合气

供给和废气排出装置的结构。

领会：①汽油使用性能指标的蒸发性、热值和抗爆性的含义；②发动机各工

况对可燃混合器浓度的要求。

简单应用：①过量空气系数应用；②汽油机供给系统的组成和燃料的含义；

③燃油供给系统主要零部件工作原理。

2.发动机进、排气装置以及电控汽油喷射系统实例

识记：①空气滤清器、进气歧管等结构。

领会：①空气滤清器优点；②L型叶特朗尼克电控多点汽油喷射系统的含义；

③单点与多点喷射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用于检测节气门开闭状态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节气门定位电

位计、节气门定位器（电动机）、节气门电位片和怠速开关等组成来控制进气量

的含义；②消声器与三元催化转化器装置应用。

https://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F%D5%C6%F8%C2%CB%C7%E5%C6%F7&fr=iknow_pc_qb_highlight
https://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F%D5%C6%F8%C2%CB%C7%E5%C6%F7&fr=iknow_pc_qb_highlight
https://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5%A1%CB%D9&fr=iknow_pc_qb_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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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可燃混合气对汽油机工作性能的影响，经济混合气和功率混合

气的含义；②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工作过程。

3.汽油机涡轮增压

识记：①增压的含义；②发动机增压分类。

领会：①机械增压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工作原理、双增压系统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增压对进气量改善增压对发动机功率提升、增压经济性能提高

工作原理。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汽油机供给系统的功用与组成；②理解可燃混合气浓度与汽油

机性能的关系；③理解发动机运行工况对混合气成分的要求；④掌握电控汽油喷

射系统的工作原理。

本章难点：①掌握燃油供给系统、空气供给系统和电子控制系统组成与工作

原理；②掌握电控汽油喷射系统中主要部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③掌握汽油泵、

汽油滤清器、燃油压力调节器、喷油器的用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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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柴油机供给系统的组成，喷油器、喷油泵、调速器、供

油提前角自动调节器的构造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柴油、可燃混合气形成与燃烧室

识记：①轻柴油的牌号和规格的含义；②燃烧室的形状结构。

领会：①柴油的使用性能、燃烧性、蒸发性、凝点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混和气的形成原理；②柴油发动机内燃烧四个阶段。

综合应用：①统一式燃烧室的功用；②分割式燃烧室的功用。

2.柱塞式喷油泵与机械控制轴向柱塞式分配泵

识记：①喷油泵的分类；②柱塞式喷油泵结构；③喷油泵的作用。

领会：①燃油喷射的要求；②油量调节机构的要求；③液压式供油提前调节

器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轴向柱塞分配泵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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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控燃油喷射系统与其他机构

识记：①电控柴油喷射系统含义；②调速器、喷油器、柴油滤清器的功用。

领会：①电控轴向与径向柱塞式分配泵结构与供油调节原理；②电控泵喷嘴

喷射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③调速器基本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两速调节器与全速调节器工作原理；②针对车型选择合适的电

控燃油供给系统。

综合应用：①能识别柴油机供给系统的主要部件及解释各部件的功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的功用和组成、熟悉柴油机燃烧室混合气

形成特点；②掌握喷油器和柱塞式喷油泵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熟悉柱塞有效

供油行程、供油提前角和喷油提前角的概念；③掌握调速器的功用，理解两速式

调速器和全速式调速器的典型结构及工作原理。

本章难点：①掌握共轨燃油喷射系统的优点、组成和控制原理；②掌握喷油

泵、喷油器的调试方法。

第六章 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初步分析点火系统各组成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点火次序分

电器控制原理，点火控制器原理，传统点火系统和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特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电子点火系统

识记：①点火时刻的含义；②电子点火系统的种类。

领会：①点火系统的功用；②点火线圈、分电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点火提前对发动机性能影响；②霍尔效应式和光电式电子点火

装置的原理。

2.微机控制点火系统

识记：①二极管分配式、点火线圈分配式结构和工作原理。

领会：①有分电器的计算机点火系统、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无分电器电子点火系统在具体车型上的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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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 ①理解发动机点火原理与对其的要求；②熟悉点火线路的连接方

法、分电器构造工作原理。

本章难点：①掌握电子点火系统的基本组成、各自的作用和工作原理；②掌

握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七章 发动机润滑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机油泵工作原理与润滑油路特性，典型润滑系统组成及

主要机件结构形式，润滑系统拆装方法与要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润滑系统油路

识记：①发动机的润滑方式分类。

领会：①润滑方式中压力润滑和飞溅润滑的原理。

简单应用：①上海桑塔纳轿车发动机润滑系统油路的功用。

2.润滑系统主要零部件

识记：①机油泵的结构型式、机油滤清器分类方式。

领会：①转子式机油泵工作原理；②集滤器工作原理；③粗滤器、细滤器、

复合式滤清器工作原理。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润滑系统的功用、组成、发动机润滑方式及润滑系统主要机件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本章难点：①理解润滑油路中润滑油的工作路径；②掌握离心式机油细滤器

的优点与工作过程。

第八章 发动机冷却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冷却强度调节方法，节温器的结构，冷却水路、蜡式节

温器工作原理和冷却水的大小循环路线与要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水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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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水冷系主要零部件风扇、散热器、节温器等结构。

领会：①水冷却的调节装置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冷却液的大、小循环路线工作原理。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掌握冷却系统的功用、分类和基本组成及冷却系统主要机件的

结构和工作原理；②掌握强制循环式水冷系统中冷却液的大、小循环路线工作原

理。

本章难点：①掌握蜡式节温器工作原理；②掌握水冷系统的任务和调节发动

机冷却度原理。

第九章 发动机起动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起动机传动机构和控制机构组成和原理，起动电路及控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起动机

识记：①直流电机、操纵机构、离合机构工作原理。

领会：①电动机起动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电磁操纵式起动机的组成与功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了解发动机起动方式；②掌握起动机传动机构和控制机构工作

原理。

本章难点：①滚柱式离合机构组成部件工作原理；②熟悉起动线路连接和电

流流向方式。

第十章、十一章 新能源汽车简介与汽车传动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初步理解新能源汽车分类和结构，理解变速器工作原理，同

步器工作原理，掌握变速器操纵机构结构，汽车传动系统的功能、组成与布置方

案，自动变速器的组成，电控自动变速器的工作原理，液力变矩器及行星齿轮变

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万向传动装置的组成及布置型式，主减速器的分类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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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器工作原理，主减速器的调整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新能源汽车简介

识记：①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纯电动汽车（BEV）、燃料电池电动汽

车（FCEV）、太阳能汽车、燃气汽车等结构。

领会：①纯电汽车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特点；②氢燃料电池电动车特点、燃

气汽车结构与原理。

简单应用：①串联式、并联式和混联式混合动力电动车动力传输方式应用。

2.传动系统与离合器

识记：①机械式传动系统分类；②离合器的分类。

领会：①离合器及操纵机构的结构和工作原理；②各种离合器的结构特点、

传力方式。

简单应用：①机械式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②离合器的功用。

综合应用：①离合器压紧弹簧的弹性特性。

3.机械变速器

识记：①变速器分类方式。

领会：①普通齿轮式变速器的工作原理；②普通齿轮变速器的变速传动机构、

变速器操纵机构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同步器的特性；②自锁装置、互锁装置和倒档锁的结构与作用。

综合应用：①变速器的适用车型。

4.自动变速器

识记：①自动变速器分类；②行星齿轮变速器结构。

领会：①行星齿轮变速器工作原理；②液力耦合器与液力变矩器结构。

简单应用：①自动变速器的自动控制系统原理；②自动变速器各档位的动力

传递路线方式。

5.万向传动装置

识记：①万向传动装置的组成及布置型式工作原理。

领会：①十字轴万向节工作特性、万向节的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十字轴式万向节不等速特性；②等速万向节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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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传动轴与中间支承的临界转速特性。

6.驱动桥

识记：①主减速器的分类；②常见类型驱动桥的结构特点。

领会：①差速器工作原理；②半轴与桥壳结构与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不同主减速器的适配车型；②差速器的运动学与动力学特性。

综合应用：①对称式锥齿轮差速器与防滑差速器的特性。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种类与各种特性、掌握现代新能源车运用和

基本性能差异特点；②了解汽车传动系统的组成与功能、掌握机械式传动系统的

布置型式及对汽车传动系统的基本要求，能识别汽车传动系统主要零部件和机械

传动系统布置型式的能力，了解变速器的功用与分类。

本章难点：①掌握变速器及操纵机构、同步器的构造、工作原理及类型；②

掌握惯性锁环式同步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③掌握自锁装置、互锁装置和倒档锁

的结构与作用；④能识别自动变速器的类型及其零件，能结合实际描述液力变矩

器及行星齿轮变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能说明自动变速器各档位的动力传递路

线，能识别万向节的类型与所使用的位置，能正确识别前轮驱动与后轮驱动汽车

的万向传动零部件，能识别驱动桥类型。

第十二章 汽车行驶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车架的结构，转向驱动桥、转向轮定位的工作原理及结构保证。

车轮及轮胎的基本构造，编号规则，钢板弹簧、螺旋弹簧、空气弹簧的结构和性

能，筒式减振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钢板弹簧悬架和麦克弗逊悬架的构造和工作

原理、基本参数和性能。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车架

识记：①车架的功用、车架的组成。

领会：①边梁车架的结构、中梁车架的结构、综合式车架的结构。

2.车桥

识记：①转向桥的结构、转向定位方式、转向驱动桥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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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转向轮的定位参数、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前轮外倾角、前轮

前束的作用。

简单应用：①转向驱动桥的应用。

3.车轮和车胎

识记：①车轮的含义、车轮的类型。

领会：①辐板式车轮结构、辐条式车轮的结构；②车轮轮辋的结构、轮胎的

类型、无内胎的充气轮胎、子午线轮胎的特点。

4.悬架

识记：①悬架的组成、悬架的类型。

领会：①钢板弹簧和螺旋弹簧的构造和特点；②双向筒式减振器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③钢板簧式非独立悬架和麦克弗逊独立悬架等构造和工作特点。

简单应用：①减振器实现悬架高度变化原理；②独立与非独立悬架的功用差

异性。

综合应用：①全主动与半主动悬架的适用车型与特性。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掌握汽车行驶系统的功用、类型；②掌握车架功用、型式与构

造、车桥的功用和分类、构造特点、转向轮的定位、车轮的类型及一般构造、轮

辋的规格、轮胎的类型及规格；③掌握悬架的组成及功用，悬架的类型；④掌握

钢板弹簧和螺旋弹簧的构造和特点；⑤掌握双向筒式减振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⑥掌握钢板簧式非独立悬架和麦克弗逊独立悬架的构造和工作特点。

本章难点：①掌握车桥的调整；②车轮定位的原理与调整；③掌握电控悬架

的功用要求。

第十三章 汽车转向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常用转向器的构造，转向传动机构构造形式。汽车传动

系统的功能、组成与布置方案。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机械转向系统

识记：①汽车转向系统类型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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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机械转向系统的组成和工作过程，转向系统的概念。

2.动力转向系统

识记：①转向动力的转向系统分类。

领会：①液控式动力转向器工作原理、转向传力装置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电控动力转向系统的特性；②线传控制转向系统的特性。

3.轿车四轮转向系统

识记：①四轮转向的工作原理。

领会：①电动四轮转向系统工作原理；②前轮主动转向系统、可变齿比转系

统的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电动四轮转向系统优点；②前轮主动转向系统、可变齿比转系

统的特性。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掌握汽车转向基本特性、转向系统类型、组成；②熟悉机械转

向系统与动力转向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③掌握齿轮齿条式转向器和循环球式

转向器的构造、工作原理；④了解四轮转向系统的基本原理。

本章难点：①转向中心、最小转弯半径和角传动比公式应用

第十四章 汽车制动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初步理解制动系统的组成，行车制动器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防抱死制动系统组成，防滑控制机构与电子稳定程序控制机构。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车轮制动器与液压制动传动机构

识记：①摩擦式制动器分类；②根据制动能源分类。

领会：①制动传动机构工作原理；②鼓式与钳盘式车轮制动器工作原理；③

人力液压制动系统、伺服液压制动的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固定式制动钳的制动器的应用；②液压助力器的应用。

2.防抱死制动系统

识记：①防抱死制动系统的组成。

领会：①轮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②液压调节器、电控单元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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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常规制动过程、轮缸减压过程、轮缸保压过程、轮缸增压过程

的工作原理。

3.防滑制动机构与电子稳定控制机构

识记：①防滑制动机构的组成。

领会：①防滑控制工作原理；②电子稳定程序控制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行车防滑控制的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掌握汽车制动系统的作用、组成、类型和基本工作原理；②掌

握鼓式制动器和盘式制动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③熟悉制动传动装置的组成与原

理；④理解防抱死制动系统组成、类型和工作过程。

本章难点：①驻车制动器的工作原理。

第十五章 轿车车身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初步理解轿车车身本体机构，座椅与车窗安全保护装置的功

能，了解汽车空调与电子仪表指示仪表的功能，灯光与防盗系统的基本知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轿车车身本体结构

识记：①承载式车身结构、非承载式车身、半承载式车身的基本组成。

领会：①轿车车身壳体结构、车身地板总成、车身两侧焊接总成、车身前侧

纵梁前轮罩焊接总成、车身顶盖前后横梁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②后围焊接总

成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车身前部覆盖件应用、车身后覆盖件应用、车身顶盖应用；②

车门以及附件应用。

2.座椅及车窗与安全保护装置

识记：①手动电动座椅的结构；②车窗玻璃以及电动车窗的结构；③安全带

与安全气囊的结构。

领会：①电动座椅工作原理；②电动车窗工作原理；③安全气囊工作原理。

3.汽车空调装置

识记：①汽车空调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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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电控空调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自动调节温度的应用；②温度自动控制的应用。

4.汽车电子仪表警告装置及门锁防盗报警装置

识记：①电子仪表显示器的装置结构；②仪表警告装置结构；③中央控制门

锁装置结构。

领会：①电子仪表显示器的功能；②仪表警告装置报警模块工作原理；③无

线遥控门锁工作原理。

5.灯光系统与信号装置

识记：①外部照明装置、内部照明装置工作原理；②信号装置工作原理。

领会：①前照灯继电器控制与电子控制原理；②内部照明分布方式。

简单应用：①转向信号应用；②制动信号控制应用；③倒车信号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本章重点：①轿车车身结构和工艺以及轿车内部基本设备，介绍了座椅与车

窗电动工作方式；②车身被动安全的基本设备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工作原理；③空

调装置的自动调温与自动控制应用。

本章难点：①汽车电子仪表与仪表警告设备的功能与特性；②汽车照明灯光

与信号灯光设备介绍其特性，并对中央控制门锁的原理与防盗报警装置的工作原

理。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汽车构造与原理》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专升本）

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

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在自学本课程之前应先通读大纲，了解课程的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明确考核目标，使自学应考者有的放矢、系统地学习教材；使辅导教师更好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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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教学内容；使命题教师能够更加明确命题范围，更准确地安排试题的知识能力

层次和难易程度。本大纲要求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都可作为考核的内容。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本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是按照本专业

的培养目标，以及对考生知识结构要求和专业考试计划来确定的，深度或难度较

适当。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汽车构造》（第 4版），关文达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5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汽车构造与原理》课程涉及《汽车维修工程》《电工与电子技术》等课程

的相关知识，考生在自学时往往会感到有一定困难，但自学能力的培养对获取知

识是非常必要的。在自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考核要求中的四个能力层次，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重点概念

和重点问题，注意各章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学习本课程的规律性。

2.本课程的自学考试大纲是自学本课程的主要依据，在自学本课程前应先通

读大纲，了解课程的要求，获得课程完整的概貌。在开始自学某一章时，先阅读

大纲，了解该章的课程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再依据要求进行学习。

3.阅读教材时，要求吃透每个考核知识点。对基本概念要做到深刻理解，对

基本原理要弄清弄懂，对基本方法要熟练掌握。

4.重视每章的习题，多做习题可以帮助考生更好地达到自考大纲的要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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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检查考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5.本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必须注意理

论联系实际。

6.考生在自学时要注意基本能力的培养，即理解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

力、系统分析和综合的能力等。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跟紧

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很好的

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学习进展。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书笔记。如有

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色代表需要深

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关网站。

2.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如果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索”纸条。进入考场

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不能将纸条带进考场，因此当阅读考卷时，

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

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指导教师应熟悉本大纲所要求的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辅导内容必须以本大纲为依据，切实作好对自学应考者的辅导，防止自学中的各

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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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自学考试的特点，命题将覆盖各章，特别是本大纲规定的重点，不可

随意增删和圈定重点以免导致失误。本大纲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不作要求的内

容则不考。

3.注意培养考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分析、设计及应用的能力，努力引导自学

应考者将识记、领会与应用联系起来，把知识和理论转化为能力，着重培养和提

高自学应考者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

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

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

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

核要求。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2.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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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

5.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

判断改错题、简答题、综合应用题等。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直列六缸四冲程发动机作功间隔角为（ ）曲轴转角。

A.180° B.120° C.360° D.540°

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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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1. 根据 GB／T3730．1-2001 规定，汽车分为乘用车和__________两大类。

参考答案：商用车

三、名词解释题

1.压缩比

参考答案：压缩比是指发动机气缸的总容积（即工作容积＋燃烧室容积）与燃烧室容积

之比（压缩比＝气缸的总容积／燃烧室容积）。

四、判断改错题

1. 采用液力挺柱的发动机不需调整气门间隙。

参考答案：√

五、简答题

1.简述活塞变形原因及常见防变形措施。

参考答案：

原因：受热、受侧压力、受气体压力。

措施：活塞减少受热、椭圆锥裙、裙部开槽、恒范钢片、销座削减金属。

六、综合应用题

1.与鼓式制动器相比，盘式制动器有哪些优点？

参考答案：

（1）一般无摩擦助势作用，因而制动器效能受摩擦因数的影响较小。

（2）浸水后效能降低较少，而且只须经一两次制动即可恢复正常。

（3）在输出制动力矩相同的情况下，尺寸和质量一般较小。即效能较稳定。

（4）制动盘沿厚度方向的热膨胀量极小，不会像制动鼓那样使制动器间隙明显增加而

导致制动踏板行程过大。

（5）较容易实现间隙自动调整，其他保养修理作业也较简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