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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门的调整与检测 》教学设计 

 

开课教

师 

叶顺

美 

开课班

级 

18 汽修 1

班 

开课时

间 

星期四下午

第二节 
2018年 12 月 

20 日 星期四 

第 6节 

设计思路 

在理论知识的理解上，带学生到实训室进行实际的操作，让学生

能够在实践中掌握重点和难点 

教

学

分

析 

教材 

分析 

本节课使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由孔宪峰老师主编

的《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配气机构的构造与维修》是本

教材的第三章，是中职汽车发动机构造的重要课程之一，《气

门的拆装与检修》是本章的第二节任务三，是本章的重要内容，

是对气门组件知识的巩固与提高。本节内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实践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对测量工具的使用。由于配气机构的检

修范围比较广，本节课集中对气门的拆装与检修进行讨论。 

 

学情 

分析 

我所教的是汽车维修专业 16 级的学生。 

他们已学过了配气机构的作用以及组成，对气门组件有一

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不够扎实；他们动手操作

能力强，但遇到问题时分析和解决能力欠缺，对于工作原理方

面理解较弱；他们热爱表现合作，但缺乏自信心。 

 

教学

条件

分析 

根据学校的教学设备，我选用 1ZR 发动机四台，将学生分为

四组，每组进行 2 部分的操作，一部分的学生进行气门的检测，

另一部分学生进行气门的拆装等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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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理论知识 1、了解气门在配气机构中的重要性；2、掌握配气机构的传动原理； 

技能操作 1、掌握气门间隙逐缸调整方法；2、掌握气门间隙二次调整方法； 

教学重点 
1、掌握配气机构的组成及传动原理 2、掌握气门间隙的调整方法； 

教学难点 
气门间隙的调整方法； 

教法 实践操作法 

学法 动手学习法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

活动 

信

息

化

手

段 

设

计

意

图 

（2 分

钟） 

1、清点人数 

安定情绪，将实际情况记录到课堂教学记录表。 

2、分组分工 

本次课分为 A、B 四组，每组 6 人，依下表发放工具。 
 

序号 设备及工具名称 数量 

1 东风发动机 6 

2 一字螺丝刀 6 

3 梅花拔手 6 

4 塞尺 6 

5 摇把 6 

6 常用工具（套） 1 

7   

学生分

组 做

好，工

具准备

齐全 

电脑

随机

分组 

分组

后，

分工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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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

钟） 

三、讲解操作与演练 

（一） 复习 

 

 

 

学生回

答 

  

（ 15

分钟） 

（二） 新课讲解 

一、 气门间隙的检查 

1、摇转曲轴，使被检查气门外于完全关闭状态。 

2、用符合气门间隙的塞尺片插入气门杆尾部与气门摇

臂之间，来回抽动塞尺检查，以抽动时稍有阻力为

合适，如图 7-1 所示。 

 

图 7-1 气门间隙的检查 

气门间隙（冷态）为： 

类别 进气门(mm) 排气门(mm) 

EQ1092 0.20~0.30 0.25~0.35 

CA1092 0.20~0.25 0.20~0.25 

斯太尔（WD615） 0.30 0.40 

依维柯 0.50 0.50 
 

 

老师操

作 一

遍，学

生练习 

电脑

模拟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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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钟） 

二、气门间隙的调整 

1、逐缸调整法（以 CA1092 为例） 

（1）、拆下气门室罩，慢慢地摇转曲轴，当一缸两气门

完全关闭时，观察并使正时齿轮室盖指针的零位与曲轴

皮带上的三角槽对准（图 7-2）或发动机齿轮上的“1-6”

标志与飞轮壳上的刻度线重合（图 7-3），此时，第一缸

活塞处于压缩行程上止点。 

 

图 7-2 找皮带轮上的正时记号 

 

图 7-3 找飞轮上的正时记号 

1、飞轮刻度线  2、盖板  3、飞轮 

（2）、旋松该缸进、排气门调整螺钉的锁紧螺母，并旋松

调整螺钉。 

（3）、用符合气门间隙值的塞尺片，插入气门杆尾部与气

门摇臂之间，边旋入调整螺钉，边抽动塞尺尺片，至拉动

尺片感觉稍有阻力是为止，如图 7-4 所示。 

老师操

作一遍

学生练

习 

视频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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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调整气门间隙 

（4）、固定调整螺钉，拧紧锁紧螺母，并复检一次。 

（5）、按发动机的工作顺序，摇转曲轴 180 度（六缸发动

机为 120 度），依次使下一缸处于压缩行程上止点，调整该

缸进、排气门间隙。 

2、两次调整法 

重点理解：首尾进排，奇排偶进。 

（1）、可参照上述方法找出一缸压缩行程上止点位置。 

（2）、根据发动机的工作顺序，可调整如下气门，见表 1。 

缸号 1 5 3 6 2 4 

可调气门 双 排 排 不 进 进 

（3）、对可调气门进行调整。 

（4）、将曲轴摇转 360 度，使第六缸处于上止点位置，可

调整如下气门，见表 2。 

缸号 6 2 4 1 5 3 

可调气门 双 排 排 不 进 进 

（5）、最后一次用塞尺复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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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

钟） 

四、课题分析与总结： 

1、本课题主要完成的教学任务； 

2、概括学生操作技能的掌握要领及程度； 

3、表扬先进，指出不足； 

 

学生自

我 总

结，填

写工作

单 

  

（ 分

钟） 

六、课堂记录表 

1、填写一体化教学课堂日志 

2、填写课堂教学记录表 

 

   

作业布

置（5） 

五、课后思考与课外作业： 

1、习题集相关内容的练习； 

2、点火系故障的诊断与排除的实习报告； 

板书设

计（2） 

 

 

   气门间隙的检查及调整 

1、近一步掌握配气机构传动原理； 

2、气门间隙定义及重要性； 

掌握气门间隙的调整方法； 

教学反

思 

 

本节课利用信息化手段过少，为此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加强，学生掌握情况差距有点

大，有些学生爱动手些，掌握的比较快，而有些学生则掌握内容比较少，对于基础

零件的认知还不太熟练，为此，在加强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把理论知识相应的灌

输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