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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底盘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教材）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研究背景 

（一）传统汽车专业教材存在的问题。 

一是校企合作不紧密。校企合作的紧密程度,是教材内

容先进性的关键因素,传统教材企业调研不够深入，合作不

够紧密，没有明确企业的人才需求和规格，导致教材内容“不

接地气”，课程目标“不贴企业”。 

二是实践与理论脱节。传统教材把汽车各种部件的结构、

原理、作用和故障检测等知识堆叠在一起，理论叙述强，实

践操作弱，没有按照实际工作流程设计教学内容，缺少相配

套的实训指导书和任务工单，导致教材“理论枯燥、实践不

足、两者脱节”。 

三是内容陈旧落后。汽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统教材

不能紧随本行业发展速度，没有及时将汽车各个系统新技术、

新设备，新规范纳入到教材中，导致与行业人才需求不相适

应。 

四是深度和广度不够。传统汽车专业教材在内容深度上

只能够满足学生运用知识能从事相关工作，而忽略学生在未

来岗位的实际需求和职业生涯发展，在广度上缺少“劳动意

识”“创新能力”“爱岗敬业”等职业素养的培育。 

（二）“工作过程为导向”理念的提出。 

为解决汽车专业类传统教材存在的问题，建设“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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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规范、接地气”的汽车专业教材，成果团队基于“工

作过程为导向”的理论和设计思路，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校

企深入合作，明确企业人才需要；融入新规范、新技术、新

设备，教材内容紧随汽车行业发展；贯穿“劳动教育”“工匠

精神”“创新能力”“诚信检修”等职业素养，提升综合育人

水平，着力打造“知行合一 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汽车医生。 

（三）“工作过程为导向”教材建设思路。 

“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材建设依据职业领域工作岗位

分析作为切入点，确定学习领域、教材内容以及教材组织形

式。 

1.学习领域的确定。对职业领域进行工作岗位分析，将

典型工作任务整合成学习性工作任务，确定学习领域，只有

确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才能明确教材编写内容的广度

和深度，中锐华汽教育集团共推出 17 个汽车技术服务类课

程学习领域。 

2.教材内容的选定。以真实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为依

据，有针对性地选取课程内容，并进行整合与序化，设计出

由简单到复杂的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或任务)，从而确定教

材编写的内容，突出职业性、实践性和先进性，实现“教学

做练评”一体化。 

3.教材组织形式的确定。采用项目教学、任务驱动等体

现行动导向的“教学做练评”一体化教学实施模式，以过程

考核与终结考核相结合的多元考核评价方式，并配套相应的

教学资源，按照项目或任务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训练实施，

提高学生技能水平。 



- 3 - 

 

确定学习领域、教材内容以及教材组织形式，是编写基

于工作过程的教材重要环节，成果团队经过 6 年多的教材建

设和实践应用检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成果简介 

本成果是中锐华汽教育推出的汽车技术服务类课程 17

个学习领域中的第 13 个，共 80 课时，其中理论 40 课时，

实操 40 课时。是校企合作开发的“工作手册式”教材，旨在

培养学生汽车底盘电控系统保养和故障检测与维修技能、理

论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 

（一）编写理念：立德树人放首位，工作过程为导向。 

该教材充分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提升综合育人水平。

以机电维修工和服务顾问这两个职业岗位为切入点，以汽车

维修企业在底盘电控系统的典型保养、维修案例为依据确定

教学内容；以企业对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确定教学目标；以

底盘电控系统故障实际检修流程设计教学过程，将知识碎片

化，有机融入到技能操作中，学生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学习

理论与技能；同时，将维修企业的新技术、新规范融入到教

材中。 

（二）编写团队：名师主持，行业参与，名家指导 

本教材由廊坊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中锐教育集团“校企

合作”开发编写。 

主编王建邦具有丰富的职业教育教学经验，荣获河北省

“师德标兵”、“技术能手”等称号；连续 3 年获得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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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刚具有 10 余年企业一线工作经验，主编《汽车传动

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汽车转向行驶与制动系统故障诊断

与维修》等教材，现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晓明和教育部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担任本教材专家顾问，并

给予大量指导。 

（三）教材内容：规范准确，贴近企业，项目引导 

教材在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的同时，

充分考虑符合高职学生的思维特点，采取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的设计思路。考虑到各学校教学条件、实训设备不同等因

素，通过汽车维修企业调研，梳理总结出的 6 个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 1 防抱死制动系统诊断与维修；学习情境 2 车身

电子稳定系统诊断与维修；学习情境 3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诊断与维修；学习情境 4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诊断与维修；

学习情境 5 电子控制转向系统诊断与维修；学习情境 6 空

气悬架系统诊断与维修。 

将以上 6 个学习情境根据汽车维修企业实际的工作任

务，进一步细化成 19 个项目，在设计形式上从情境导入、

知识链接、制定方案、任务实施、检查与评估、课后作业等

进行组织实施。 

（四）配套资源：立体化教材，配套资源丰富 

本教材配备了 6 套电子课件、52 个电子教案、32 个任

务工单、3 套试卷(含答案)等配套资源，使教材实现电子

化、立体化。 

三、成果实践检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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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在廊坊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具体的教学实践应

用。今年 1 月份，作为廊坊市职业院校唯一参评教材，由河

北省教育厅推荐参加第一届全国优秀教材奖国家级评审。 

该教材充分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将立德

树人放在首位,提升综合育人水平。在具体课堂实施过程中

以培养学生的能力目标为核心，并贯穿“劳动教育”“工匠精

神”“创新能力”“诚信检修”等思政元素和职业素养的培育，

经过六年的实践检验，效果显著。 

（一）成果育人效果显著。 

一是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提升明显。该教材充分突出职业

教育特色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理论创新和设计思路，

系统培养学生掌握汽车底盘系统相关理论知识，保养与故障

检测维修技能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付森、董佳伟等多名同

学在河北省汽车检测与维修技能大赛、发动机检测与维修职

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二等奖 10 余项。 

二是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效果明显。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贯穿“劳动教育”“工匠精神”“创新能力”等思政元素和职

业素养的培育。经过多年的实践应用，硕果累累，在河北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肖晨庚、殷广才等同学获

得省级铜奖。 

三是学生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教材编写团队深入企业一

线进行走访调研，力求改革与创新，以实际汽车维修工工作

过程为导向进行教材内容的整体设计，将工作过程转化成一

个完整的学习情境，学生在校内学到的学习项目就是企业的

实际工作任务，学生能够更快的融入企业，相对于同类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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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起薪更高（3000 元左右），就业质量稳步提升。17 届毕

业生吕春桥获雷克萨斯（中国区）维修技能大赛全国第三名，

15 届毕业生李培龙获福特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突出贡献奖。 

（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显著。 

本教材编写理念先进，培养学生技术技能的同时，塑造

学生“劳动意识”“诚信检修”“工匠精神”等素养。教材主

编王建邦老师组建团队，选取本教材学习情境一中的项目 3 

ABS 液压泵及控制单元更换与设定作为参赛内容，荣获 2019

年河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装备制造大类第一名

的优异成绩，在国赛中取得二等奖的好成绩。 

（三）课程创新与改革效果显著。 

教材实践检验过程中，积累大量的信息化资源，促使课

程信息化建设改革不断前行，推动建设了一批在线课、教学

改革示范教材：建设《汽车行驶转向、制动系统检修》、《汽

车传动系统构造与检修》在线资源共享课，现已于智慧职教

平台上线开课；编写了《汽车底盘电控系统构造与检修》等

40 多门云教材，现已于蓝墨云平台上线，使用人数突破 8000

人；编写了《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等 7 本活页式、工作手

册式教学改革示范教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教师团队连续

三年被评为优秀教学团队。 

四、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解决传统教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梳理总结汽车维修岗位中汽车底盘电控系统的典型工

作任务，将维修工排除汽车底盘电控系统某一故障的实施过

程转化成校内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将所需的理论知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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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有机的与技能操作相结合，学生在排除故障中，逐步掌

握理论知识，打破之前传统学科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

题。 

（二）解决课程目标与企业要求不一致的问题。 

以企业维修工排除故障的能力要求，确定本教材中某一

任务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如：企业中要排除

ABS 系统液压控制单元故障，维修工需要掌握液压控制系统

的结构原理、检测仪器使用、故障排除方案以及良好的职业

素养，在教材中设置目标时进行优化完善丰富，对接维修企

业要求，贴近职业岗位需求，解决之前的课程目标与企业要

求不一致的问题。 

（三）解决学生学习能动性不足的问题。 

以汽车维修企业真实的任务案例为载体确定任务内容，

实际教学实施中采用“任务驱动”和“理实一体”教学模式

展开，由过去“教师教、学生听”的被动学习变成“教学做

练评”一体化的主动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完成工作任务逐

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主动性和再学习能力。 

（四）解决学生职业素养不高的问题。 

系统设计的“工作手册式”教材中每个项目都预留了项

目空白的实施方案，学习者合作讨论制定的实施方案，通过

各小组方案分享与评价，对实施方案进行步骤优化，完善，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每次任务实施结束后，小组成员进行

维修场地的“7S”管理，并填写任务工单，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的品德。在评价环节，通过列举维修企业反面维修案例，

纠正学生操作错误点的过程中塑造学生“诚信检修”“爱岗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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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职业素养。 

五、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整合资源。采取“校企合作、专家指导”的机制组

建团队并开展合作，整合企业和学校的优质资源，确保资源

建设的前瞻性。 

（二）统筹规划。从汽车维修企业需求分析入手，兼顾

不同受众需要，由上至下进行教材顶层规划，使整个教材逻

辑结构清晰，确保了建设的实效性。 

（三）系统设计。依据汽车保养维修岗位典型的工作任

务和工作任务率归纳、确定学习内容，考虑到各学校教学条

件、实训设备不同等因素，设计出的 6 个学习情境。根据汽

车维修企业实际的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成 19 个项目，内容

由简单到复杂，单项到综合的顺序进行，确保了教材的系统

性。 

（四）名家指导。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

晓明和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担任

本教材专家顾问，并给予指导确保教材专业性、先进性、

创新性。 

六、成果的创新点 

（一）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开发。 

本教材由廊坊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中锐教育集团“校企

双元”合作开发，编写过程中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该教材

的建设，做到校企共建，校企共用。本教材根据汽车保养维

修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归纳、确定学习内容，再转化成在学

校内便于实施的学习情境。教学内容紧跟汽车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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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才需求，及时将汽车底盘电控系统发展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规范纳入教材内容，体现典型岗位（群）职业能力要

求。 

（二）对接国际教育理念，遵循人才培养规律。 

本教材根据德国工商大会（IHK）教学模式和教学标准，

结合中国汽车企业人才需求标准，将引进的德国汽车技术服

务类课程经过 “本地化”编写而成。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导

向，以学习情境为教学单元，将工作过程系统地映射到教学

过程中。通过完成学习情境中设定的任务和项目，采用情境

导入、知识链接、制定方案、任务实施、检查评估等教学环

节，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正确的价值观的培养有机结合，

遵循人才培养规律。 

（三）“工作手册式”教材，配套资源丰富。 

按照“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成果为导向、促进自主学习”

的思路，融入项目、任务、案例等内容，系统设计的“工作

手册式”教材。考虑到各个院校实训车辆不同，教材中每个

项目都预留了项目空白的实施方案，引导学习者使用实训车

辆的维修手册，将所查到的数据及个人经验记录在本教材项

目单中，培养学习者在工作中进行查阅、记录的良好习惯。 

七、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与上海中锐教育教育集团合作的 40 多所高职院校，先

后 4 次印刷，共计 5500 册，经过 6 年的教学实践和企业培

训，反响良好，在教学水平、教育质量提升以及汽修企业员

工技能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广受兄弟院校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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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材自 2014 年使用后，推广到上海中锐华汽教育合

作 40 多家高职院校。普遍认为该教材:教材章节编写合理，

能充分反映汽车维修行业的学科前沿技术，概念原理准确，

叙述通俗易懂。汽车维修案例、任务和课后习题针对性强，

覆盖面广，与实际汽车维修行业生产实际结合紧密。 

（二）企业员工技术培训效果显著。 

该教材自 2014 年使用后，廊大集团汽车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廊坊瑞友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廊坊明杰汽车修理

厂等 10余家大型汽车维修服务企业用于员工技术培训教材，

培训员工达 3100 余人次，培训效果显著，育人成才效果明

显，被廊大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廊坊瑞友汽车维修服务

有限公司等多家汽车维修企业评为优秀企业技术培训教材，

受到企业广泛的赞誉。 

（三）为校内教材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该成果对学院云教材、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

设工作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目前学院已有 40 余本云教

材结项，7 本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立项、2 本结项。 

（四）成功入围全国优秀教材国家级评审。 

该成果与 2020年 12月被学院推选参加河北省优秀教材

评审，经过初审和复审，该成果突出重围，作为廊坊市职业

院校唯一参评教材，由河北省教育厅推荐参加第一届全国优

秀教材奖国家级评审（全省仅 27 本），为该成果的推广、应

用、培育提供了优质平台和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