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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中德合力技术培训中心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合作，联合开办了中央电大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并受中央电大的委托，承担教学资源建设和教材编写任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并不是一个新的专业，国内很多院校都开设过，也编写和出版了众多专业方
面的教材，但是在采用远程教育方式的广播电视大学开办这个专业尚属首次。
中央电大开办这个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汽车维修行业紧缺的技能型人才。
而适用于远程教学需要的汽车维修专业教材，包括文字教材、音像教材以及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件，
都不是现有的汽车维修教材可以替代的。
　　另外，电大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习对象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全国数百万汽车维修行业的
从业人员，以及将要投身这个行业的高中、职高、技校的毕业生等。
这个群体有文化基础差异大、工作岗位不同以及学习时间不一样等特点。
这就决定了这套汽车维修教材既要能满足全日制学习、业余学习以及自学的需要，同时又能满足短期
专题技术培训、现场培训的需要。
　　这套符合电大教学特色的学历教育系列教材是北京中德合力技术培训中心组织清华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和北京汽修行业的专家进行大纲论证和教材
编写的。
　　这套教材的具体特征是具备知识和技术的先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
　　先进性。
当代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汽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快，新技术的运用也越来越多，高科技的含量也越
来越高，因此，教材编写内容必须突出汽车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趋势，使读者能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
术。
　　系统性。
汽车维修专业课程的设置本身就具有系统性。
作为专科学历教育的教材，注意了对学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教育。
但教材不是把理论知识教育作为重点，而是将重点放在技术应用方面。
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具有操作能力的技术人才。
　　实践性。
教材编写注意了理论与实训结合，理论教材和实训教材由同一主编统一编写，同时出版，同步使用，
使理论课和实训课有机结合起来，并在教学中实现边学习理论边动手操作，学理论时可结合实际操作
，并在实际操作中学理论。
实践证明，这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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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运用基础》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汽车专业”（开
放专科）的选修课。
《汽车运用基础》是依据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该专业的教材编写要求进行编写的。
　　汽车运用基础旨在介绍汽车运用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应用实务，其内容涉及到车辆使用性
能、道路环境、使用技术以及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教材编写过程中既注重反映汽车运用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法规，又突出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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