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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是车辆工程学科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也是一门集理论和实用于一体

的课程。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中的“产出导向（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理念能克服课程教学中所产生的缺陷，

精准指导课程教学各个环节的持续改进，最终提升教学质量。本文参考OBE理念，从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课程教学设计、

考核结果分析与教学改进措施等四个方面，深刻探讨《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的教学改革。所提出的教学改革不仅可以为

基于 OBE 理念的《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教学改革与推广提供参考，还可以为工程教育认证的其它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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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工程

教育认证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工程与质量保障制度。以学

生为中心，将学生学习效果作为关注焦点，是中国工程教育

认证的核心理念。2016 年 6 月 2 日，我国正式成为《华盛顿

协议》的成员，全面参与制定《华盛顿协议》的相关规则 [1-2]。

现代企业开始转变对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的人才的培养

观念和需求观念，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为确定的产出目

标，他们期望本科人才不仅仅是学习到了书本的知识，同时，

通过学习和实践，也可以解决后续工作中所遇到的与学科相

关的复杂工程应用难题。而这种需求又恰巧高度契合了工程

教育认证核心的 OBE 理念 [3,4]。这就要求课程教学必须能保

证学生的学习可以取得够好的效果，采用 OBE 理念，持续

改进，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质量管理机制，不断提

升与推进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上海电机学院是一所上海市属应用技术大学，所开设

的汽车服务工程本科专业是为了培养能工作在开发、制造、

管理及服务等第一线岗位所需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应用技

术本科生的教学内容在课程理论学习上与普通本科基本相

同，在实践和应用能力方面进行了加强。《汽车检测与故障

诊断》课程正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核心专业课，其教学目

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汽车检测和故障诊断的主要方法和理

论，同时，掌握也要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中所涉及到的主要

设备的使用方法 [5,6]。

因此，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基

于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的 OBE 理念，改革《汽车检测与故障

诊断》课程教学，针对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理念，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探索，

为基于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汽车服务工程其余专业课程

建设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 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

根据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的 OBE 理念，《汽车检测与故

障诊断》的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如表 1 所示。可见，《汽车

检测与故障诊断》课程目标 1（熟练掌握基本的汽车检测与

故障诊断基本方法。理解整车技术状况、发动机、底盘及车

身检测与诊断设备的基本原理）主要提供支撑给毕业要求中

的 “研究”方面的内容，侧重于构建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相关的理论知识体系；而课程目标 2（熟练掌握使用基本的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设备的方法。熟悉基本的故障诊断方法

和技巧）主要提供支撑给对毕业要求 中的“工程知识”方

面的内容，侧重于解决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实际的工程问

题。

表 1 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目标 1：熟练掌

握基本的汽车检

测与故障诊断基

本方法。理解整

车技术状况、发

动机、底盘及车

身检测与诊断设

备的基本原理。

研 究： 能 够 自 然 科

学 与 工 程 科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识 别 和 表

达汽车的技术状况、

检 测 结 果、 产 品 性

能等复杂工程问题，

并 通 过 文 献 研 究 分

析获得有效结论。

运用工程科学

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汽车

的技术状况、

产 品 性 能 评

价、损伤程度

及事故致因。

目标 2：熟练掌

握使用基本的汽

车检测与故障诊

断设备的方法。

熟悉基本的故障

诊 断 方 法 和 技

巧。

工 程 知 识： 能 够 利

用 汽 车 检 测 相 关 的

图 书 资 料、 数 据 库

及网络信息等资源，

选 择 与 使 用 合 理 的

汽 车 检 测 仪 器 和 维

修 设 备， 使 用 实 验

设 计、 数 据 处 理 与

分 析 等 方 法， 并 通

过 信 息 综 合 得 到 合

理有效的结论

能够对汽车技

术性能进行检

测，对汽车故

障分析进行试

验方案设计与

实现。

2 基于 OBE 的课程教学设计

通过分析《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课程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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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知识点结构，以培养能解决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复杂工程

问题的本科生为指导思想，划分了课程教学知识点，将教学

知识点分为一系列可以独立学习的共 5 个模块，构建出教学

知识点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关联。

如下表 2 所示即为《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课程的

教学知识点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教学设计满足

OBE 理念的课程教学设计，符合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教

学环节的实施也时刻以学生学习产出为导向，也使得教学知

识点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加清晰。

表 2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课程的教学知识点与课程目标

之间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知识点

目标 1：熟练掌握

基本的汽车检测与

故 障 诊 断 基 本 方

法。理解整车技术

状况、发动机、底

盘及车身检测与诊

断 设 备 的 基 本 原

理。

目标 2：熟练

掌握使用基本

的汽车检测与

故障诊断设备

的 方 法。 熟

悉基本的故障

诊断方法和技

巧。
（1）汽车检测与

故障诊断基础 √ -

（2）汽车整车技

术状况检测
√ √

（3）汽车发动机

的检测与故障诊断 √ √

（4）汽车底盘的

检测与故障诊断
√ √

（5）车身及附件

的检测与故障诊断
√ √

按照专业认证要求，授课教师要落实 OBE 理念教学指

导思想，合理安排学习内容，并适当减少纯理论知识点，加

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7]。学生在授课

教师指导下，通过《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课程的学习，熟

练掌握基本的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的方法，理解发动机、底

盘、整车检测及诊断设备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使用基本的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设备的方法，熟悉基本的故障诊断方法

和技巧。

3 课程考核结果分析

期末考核试卷的题型包括有选择、填空、判断、名词

解释和问答题，试卷为满分为 100 分，课程考核为闭卷考试，

命题牢牢把握《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课程目标。其中试卷

中课程目标 1 相关的分数为 75 分，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汽

车检测与故障诊断基本的理论知识点，题型囊括了选择、填

空、判断和名词解释题；课程目标 2 相关的分数占 25 分，

考查工程应用中的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主要题型为问答

题。对教学班共计 28 名同学试卷进行分析，绘制不同成绩

区间人数百分比分布柱状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不同成绩区间人数百分比

从学生试卷得分来看：试卷满分为 100 分，平均分为

73.04 分，试卷难易程度为 0.27，与预期 0.3 的难易程度相

当。从学生各题得分情况来看，基础知识内容 60 分，学生

平均得分 40 分（难易程度 0.33），符合试卷要求；名词解

释题 15 分，学生平均得分 12 分（难易程度 0.25），基本符

合试卷要求；问答题 25 分，学生平均得分 21 分（难易程度

0.16），与试卷要求差异较大，属于偏易。从学生及格率来

看，学生卷面成绩呈现“正态分布型”。其中试卷优良 5 人，

占比 17%，占比较为合理；试卷不及格 2 人，占比 6%，不

及格人数较合理。

4 教学改进的措施

从期末试卷学生得分来看，学生得分偏差主要是选择

题和判断题。在选择题中，学生普遍得分较差，主要在发动

机底盘测功的原理还有四轮定位定位角度的检测上。在今后

的教学中，需要增加发动机传动效率以及四轮定位的练习；

在判断题中，学生对诊断参数以及车轮平衡概念的理解也出

现了偏差，这两个方面也是后期教学中应该重点加强的方

面。

从课程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分析：（1）学生总体学习

比较认真，学生出勤、上课态度、辅导答疑及实验、项目完

成度等方面，均可看出学生学习态度较好；（2）从课堂教

学来看，整体教学进展良好，特别实验项目及项目设计等，

学生参与度及完成度都比较好，达到课程教学预期目标。

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教学内容

练习不够（如燃油消耗量的检测），导致这部分知识学生掌

握不足，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对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关注不

够，在辅导答疑中没有给予针对性的学习指导，这都是在后

续课程教学中需要加强与改进的环节。

5 结束语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是车辆工程学科汽车服务工

程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也是一门集理论和实用于一体的

课程，更是综合性相比之下比较强的一门专业课程，涉及多

门学科的知识。本文参考 OBE 理念，从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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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设计、考核结果分析与教学改进措施等四个方面，

深刻探讨《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的教学改革。所提出的教

学改革不仅可以为基于 OBE 理念的《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教学改革与推广提供参考，还可以为工程教育认证的其它课

程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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