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根据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２００６］１６号）
中提出的 “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明确培养目标；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

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职业院校必须充分认识到课程

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

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 （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

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

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教育教学改革也正在不断深入。同

时，为适应我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需要，积极促进汽车维修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对汽

车维修职业岗位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组织行业企业专家对从事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基本技能进

行仔细的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编者围绕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核心课程所需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进行了内容的取舍、提炼和整合，更加注重实用性———《汽车机械基础》这一教材正

是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

本教材的内容共包括五个单元：①机械零件图样的识读与绘制；②汽车典型材料的性能
分析与运用；③常用机构的传动及构件的受力分析；④汽车典型零件的制作与加工技术；
⑤液压与液力传动基础。通过对全书五个单元的学习和训练，希望读者具备识读汽车零件
图、汽车装配图的能力；具备参照零件图样，可进行典型零件的技术测量和技术状态的判断

分析；能对汽车钢铁类零件、汽车铸铁类零件、汽车有色类零件、汽车非金属类零件的材料

性能特点、牌号、规格进行分析和应用；能对汽车燃料、润滑油及工作液的性能特点进行分

析、选择和应用；能对汽车常见四杆机构、汽车配气机构、汽车轮系、汽车机械连接与支承

零部件的工作原理、运动特性、基本形式与应用特点进行分析；能对汽车零件的典型加工方

法进行分析；能对小零件进行测量与画线；具备对小零件进行锯削、錾削、锉削、钻孔、攻

套螺纹、刮研、装配、焊接、钣金等基本技能以及能熟悉常见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着重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１）内容组织上打破传统的知识结构，在充分考虑知识和技能的针对性和适用性的基础
上重新整合和排序；

（２）在内容的叙述上，尽量多用图和表来表达信息，符合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
规律；

（３）紧密联系汽车维修职业能力的实际，并尽可能多用案例和实例分析，以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

（４）每章后均附有供师生参考的复习思考题，以便于师生们组织教学后的质量检查和效
果评价。

本教材由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军担任主编并统稿，并承担了单元４的编写任务，何
志静任副主编并编写单元１，参加编写的还有李敏 （编写单元２）、李世红 （编写单元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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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章）、袁跃兰 （编写单元３的第十一章）、贵州大学寇桂岳 （编写单元５），同时贵
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肖敏、贵州大学肖军、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张俊宁等老师为该书的编

写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教材由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巩

航军主审。

本书除了在教材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外，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包括教

材、论著、手册和网页资料等），未能一一列出，借此向这些著作和文献资料的原作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汽车机械基础内容宽泛，内涵丰富，涉及面广，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妥和谬误在所难

免，诚望广大师生和读者不吝教正。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