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制动机系统（1）》课程 

教  案 

授课学期 2020-2021 学年第 1期  

课程类型         B 类           

任课教师    罗    林    顺     

授课专业    铁  道  机  车     

教案数量          35           

计划授课学时      68           

实际授课学时      70           

教研室主任签字                 

系(部)主任签字                 

 



 

 

第 1 学时至第 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绪论 学习方法指导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1 机车 19T2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周五

1、2/9.11 

第 1周五

3、4/9.11 

第 1周五

5、6/9.11 

第 2周一

1、2/9.14 

第 2周一

3、4/9.1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熟悉电力机车制动系统特点；2、熟悉制动课程的重要性；3、学

会对比学习法。 

技能目标：知晓制动系统课程的学习方法，掌握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机车制动系统》课程的知识结构及要求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制动系统学习抽象化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参与式 

教学方式 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学习小组分配组建； 

2.学习计划编写，课程笔记准备； 

3.查阅资料拟定课程论文方向。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课程引入：了解先修课程情况。 

 

 

 

新课教学： 

1.课程特点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以 SS4G型电力机车讲授 DK-1型制动系统分析，同时

结合现场运用与实践要求，对相应组成结构作用原理进行阐述。      

 

2.课程要求 

教材介绍、学习态度、课堂纪律要求、课代表 

 

3.课程作业要求   

字迹、作业类型、作业本要求、作业收交方式、学生分组   

 

4.课程通用学习方法 

   常用通用方法：多看、多听、多练，重点方法是探究式对系统认知，

原理分析。 

 

5.课程论文布置   

对比分析 DK-1制动系统设计与列车运行安全的联系。 

 

6.课程教学方法与平时成绩计算方式 

   任务驱动式，采用“过关式”考核评价，平时成绩由任务构成，每个

任务要求“达标”，如果不能一次达标，可及时重修，直到达标（只有一

次重修机会），一学期下来，累计达标情况，如果均为一次性达标，可以

得到过程性考核 80分，如果非一次性达标，按比例减少过程性考核分值，

期末考试折算终结性评价，最高为 20分。 

班委报告出勤 

 

 

 

 

 

 

讨论学习方法 

 

 

 

准备学习用资料，筹

备学习小组 

 

 

 



 

 

第 3 学时至第 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1.1 制动机概述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2周二

1、2/9.15 

第 2周二

3、4/9.15 

第 2周二

5、6/9.15 

第 2周四

1、2/9.17 

第 3周四

3、4/9.2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制动机课程的专业性质；2、了解电力机车制动系统相关概念。 

 

技能目标：知晓制动系统课程的概念与认识，掌握制动系统技术发展过程。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制动系统相关概念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制动系统学习抽象化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参与式，启发式 

教学方式 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任务书、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梳理制动系统相关概念； 

2.整理各型制动系统的作用原理； 

3.查阅资料拟定课程论文方向。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课程引入：了解先修课程情况。 

 

 

 

新课教学： 

1、制动相关概念 

 

制动： 

人为；V↓；V→0；V=V1；。 

 

缓解： 

已制动；解除&减弱。 

 

制动装置： 

为制动或缓解；安装于本物体。 

 

2、制动系统类型 

动力源 

{人力} 

{空气} 

{液力} 

{真空} 

 

控制信号 

     {电控}  

       {空气}  

     {网络（数据）}  

 

人力制动机→直通空气制动机→自动空气制动机→网络控制制动系统 

 

3、制动系统组成 

 

班委报告出勤 

 

 

 

 

 

 

讨论学习方法 

 

 

 

做好学习笔记、思考

制动相关概念 

 

 

 

 

 

体会铁路技术发展

历程，所带来的生活

的便利 

 

 

 



 

 

第 5 学时至第 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1.1 制动机发展概况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1 机车 19T2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2周五

1、2/9.18 

第 3周五

3、4/9.25 

第 2周五

5、6/9.18 

第 3周一

1、2/9.21 

第 3周一

3、4/9.2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制动机课程的专业性质；2、了解电力机车制动机的发展历程。 

 

技能目标：知晓制动系统课程的学习方法，掌握制动系统技术发展过程。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制动系统技术发展过程中各型制动系统的结构原理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制动系统学习抽象化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参与式，启发式 

教学方式 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任务书、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梳理制动系统发展史； 

2.整理各型制动系统的作用原理； 

3.查阅资料拟定课程论文方向。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课程引入：了解先修课程情况。 

 

 

 

新课教学： 

1、制动系统作用 

 

结合制动系统在列车中的运用，分析制动作用原理。 

 

2、制动系统发展概况 

 

人力制动机→直通空气制动机→自动空气制动机→网络控制制动系统 

 

3、网络控制制动系统简介 

 

简单介绍各型电力机车制动系统的运用情况 

 

1825年     人力制动机 

 

1869年     直通式制动机 

 

1892年     自动制动机 

 

1984年      DK-1型制动机大量用于韶山系列电力机车 

 

4、制动系统技术特点 

 

直通式制动系统控制原理 

 

制动管减压     列车缓解 

制动管增压     列车制动 

班委报告出勤 

 

 

 

 

 

 

讨论学习方法 

 

 

 

做好学习笔记、思考

制动系统技术特点 

 

 

 



 

 

第 7 学时至第 8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1.2制动机工作原理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4周二

1、2/9.29 

第 3周二

3、4/9.22 

第 3周二

5、6/9.22 

第 3周四

1、2/9.24 

第 5周四 

3、4/10.10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掌握直通式制动机基本工作原理；2、掌握自动式制动机基本工作

原理。 

技能目标：能以直通式制动系统和自动制动系统原理为基础学习制动系统的基本

理论。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通式制动系统和自动式空气制动系统的异同 

教学难点 自动式空气制动系统工作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直通式制动机的结构及特点；  

2、自动式制动机的结构及特点； 

3、自动式制动机的应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熟悉制动系统发展概况。 

 

 

新课教学： 

 

1、制动系统组成 

 

分析制动组成结构： 

组成 1：风源系统+制动控制装置+基础制动装置 

组成 2：原动力+（操作+控制）+执行 

 

2、制动装置组成 

 

风源系统+制动阀+三通阀+制动缸 

 

3、自动式制动机组成原理图 

  

 
4、自动式制动机控制原理 

 

自动式制动系统控制原理 

制动管减压     列车制动 

制动管增压     列车缓解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制动系统组成 

 

 

 

看图分析制动系统

工作原理 

 

 

 

 

思考制动系统工作

机理 

 

 

 



 

 

第 9 学时至第 1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2.1 风源系统概述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1 机车 19T2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5周五

1、2/10.9 

第 5周五

3、4/10.9 

第 5周五

5、6/10.9 

第 4周一

1、2/9.28 

第 4周一

3、4/9.28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描述 DK-1型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结构；2、掌握和谐机车空气

管路系统工作原理。 

技能目标：能理解风源系统的作用及工作原理，能进行风源系统简单的维护与保

养。 

 

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流电力机车风源系统组成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风源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空气管路系统的作用；  

2、空气管路系统的结构及特点； 

3、空气管路系统的工作通路。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空气制动系统组成分类及作用原理。 

 

 

 

新课教学： 

 

1、空气管路系统组成 

 

空管管路组成： 

车下布管：  

控制管路： 

 

2、风源系统组成 

 

产生    

净化    

控制    

储存  

 

3、风源系统原理框图 

简单介绍各型电力机车风源系统的原理图 

SS4G      

HXD      

      

4、风源系统组成原理 

     

 

5、多媒体播放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风源系统结构

部件 

 

 

 

画风源系统工作原

理图 

 

 

 

 



 

 

第 11 学时至第 1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2.2 空气干燥器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6周二

1、2/10.12 

第 6周二 

3、4/10.12 

第 4周二

5、6/9.29 

第 5周四 

1、2/10.10 

第 6周四 

3、4/10.15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描述 DK-1型机车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结构；2、掌握直流机车

空气管路系统工作原理；3、会分析空气干燥器的工作原理及保养要求。 

技能目标：能理解干燥器工作原理，能进行空气干燥器简单的维护与保养。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流电力机车空气管路系统组成结构及干燥器的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空气管路系统空气干燥器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组成及结构； 

2.复习双塔式干燥器型号及工作原理； 

3.查阅资料学习 DK-1型制动系统附属设备的种类及作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空气管路供风系统。 

 

 

 

新课教学： 

1、空气管路系统组成 

空气管路附属设备组成： 

干燥器的作用：  

 

2、干燥器组成 

干燥塔 

进气阀 

控制电磁阀 

出气止回阀 

排气口 

 

 

3、干燥器工作原原理框图 

简单介绍各型干燥器的实物图 

工作原理图     

      

      

4、时间控制 

     

5、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干燥器结构部

件 

 

 

 

画干燥器工作原理

图 

 

 

 



 

 

第 13 学时至第 1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2.3 空气管路系统-风源附属设备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1 机车 19T2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6周五

1、2/10.16 

第 6周五 

3、4/10.16 

第 6周五 

5、6/10.16 

第 6周一 

1、2/10.12 

第 6周一 

3、4/10.1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描述 DK-1型机车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结构；2、掌握直流机车

空气管路系统工作原理；3、会分析风源附属设备的工作原理及保养要求。 

技能目标：能理解风源附属设备作用及工作原理，能进行风源附属设备简单的维

护与保养。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流电力机车风源附属设备组成结构及干燥器的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风源附属设备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组成及结构； 

2.复习风源附属设备作用及工作原理； 

3.查阅资料学习 DK-1型制动系统附属设备的种类及作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干燥器相关知识。 

 

新课教学： 

1、空气管路系统组成 

空气管路附属设备组成： 

风源附属设备的作用：  

 

2、压力控制器 

作用 

结构 

工作原理 

压力控制调节 

 

3、止回阀阀 

作用 

结构 

工作原原理框图 

元件符号图 

         

4、逆流止回阀 

作用 

结构 

工作原原理框图 

元件符号图 

 

5、油水分离器 

作用 

结构 

工作原原理框图 

元件符号图 

 

6、总风缸 

     

7、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个附属设备结

构部件 

 

 

 

 

画响应附属设备工

作原理图 

 

 



 

 

第 15 学时至第 1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1 DK-1 型制动系统概述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7周二

1、2/10.20 

第 7周二 

3、4/10.20 

第 6周二 

5、6/10.13 

第 6周四 

1、2/10.15 

第 7周四 

3、4/10.2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2、掌握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

能。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特点，能阐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性能。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及性能 

教学难点 DK-1型电空制动机性能的理解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组成及结构； 

2.复习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 

3.查阅资料思考对 DK-1型制动系统性能的理解。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风源辅助设备相关知识。 

 

新课教学： 

1、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 

 

 

    2、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单独制动的性能； 

                  自动制动的性能 

                  特殊性能 

 

     

3、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  

2、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特点，总结关键

词 

 

 

理解性能，总结性能

关键词 

 

 

正确理解 

 

 

 

 



 

 

第 17 学时至第 18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1 DK-1 型制动系统性能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1 机车 19T2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7周五

1、2/10.23 

第 7周五 

3、4/10.23 

第 7周五 

5、6/10.23 

第 7周一 

1、2/10.12 

第 7周一 

3、4/10.1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2、掌握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

能。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特点，能阐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性能。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教学难点 DK-1型电空制动机性能的理解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组成及结构； 

2.复习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3.查阅资料思考对 DK-1型制动系统性能的理解。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干燥器相关知识。 

 

新课教学： 

1、DK-1型电空制动机相关概念； 

单独制动 

自动制动 

最大有效减压量 

最小减压量 

    2、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单独制动的性能； 

                  自动制动的性能 

                  特殊性能 

 

     

3、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特点；  

2、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特点，总结关键

词 

 

 

 

 

 

 

理解性能，总结性能

关键词 

 

 

思考各性能对列车

运行的影响 

 

 

 

 



 

 

第 19 学时至第 2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3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电空制动控制器结构组成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8周二

1、2/10.27 

第 8周二 

3、4/10.27 

第 7周二 

5、6/10.20 

第 7周四 

1、2/10.22 

第 9周四 

3、4/11.5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组成；2、掌握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主

要部件相关知识。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组成，能阐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

控制器相关知识。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作用及结构 

教学难点 DK-1型电空制动机性能电空制动控制器作用及结构 

教学模式 翻转教学 

教学方法 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前指导、课中翻转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适当翻转课堂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组成及结构； 

2.复习 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性能； 

3.查阅资料认识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的作用原理。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相关知识。 

 

新课教学： 

1、DK-1型电空制动机组成； 

控制装置 

中继部分 

执行部分 

 

    2、DK-1型电空制动机的控制部分； 

                  电空制动控制器； 

                  空气制动阀 

                  其他操纵设备 

 

     

3、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 

作用 

结构组成 

触头闭合表 

 

4、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的组成；  

2、DK-1型电空制动控制器相关知识；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绘制控制

关系  

 

 

 

 

看图片理解认识电

空制动控制器 

 

 

 

 

 

思考触头闭合表的

应用 

 

 



 

 

第   学时至第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10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周次、节次

及日期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会分析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

涵；识记制动系统控制关系。 

 

技能目标：能绘制 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原理框图；能运用控制关系理解制动系

统组成特点及控制机理。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涵及重联阀的运用 

教学难点 分析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涵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涵； 

2.复习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结构及个部件的工作原理；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涵及重联阀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到课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基本组成，引入 DK-1型制

动机控制关系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 

（教学方法：引导法）串讲 DK-1型制动系统基本组成结构引入 

主板书    “§ 3.10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主板书“1、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空气制动阀 

（电空位） 

（1）控制全列车 

 

 

 

（2）控制机车 

空气制动阀→作用管→机车分配阀均衡部→ 机车制动缸 

（空气位） 

控制全列车 

 

 

（2）控制机车 

空气制动阀（下压手柄）→ 单缓机车。 

（重联位） 

本务机车制动缸→ 重联阀（本机）→平均管 →重联阀（补机） →

作用管 →分配阀 → 重联机车制动缸→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理解制动系统控制

逻辑关系 

 

 

 

 

 

 

 

 

 

 

看图理解制动系统

控制原理 

电空制动控制器→电空阀→均衡风缸→中继阀→制动管
→机车分配阀→机车制动缸。 

→车辆制动机。 

空气制动阀→均衡风缸→中继阀→ 

制动管→机车分配阀→机车制动缸。 

      →车辆制动机。 



 

 

第 21 学时至第 2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3 DK-1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电空制动控制器作用位置与电空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1 机车 19T2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8周五

1、2/10.30 

第 9周五 

3、4/11.6 

第 8周五 

5、6/10.30 

第 8周一 

1、2/10.19 

第 8周一 

3、4/10.19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大闸的作用位置；2、掌握电空阀的结构

组成及原理。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作用，能熟记 DK-1型电

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结构组成。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作用及结构 

教学难点 DK-1型电空制动机性能电空制动控制器作用及结构 

教学模式 翻转式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适当翻转课堂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作用； 

2.复习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组成及结构；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的触头闭合表的含义。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大闸控制

全列车的原理。 

 

新课教学： 

1、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触头闭合表； 

识读触头闭合表的原理 

整理大闸各位置对应得电线号 

熟悉大闸控制对象的工作原理 

 

    2、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电路原理； 

                  触头闭合表； 

                  电空阀 

                  电空阀工作原理 

     

3、电空阀 

作用 

结构组成 

工作原理 

 

4、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  

2、DK-1型电空制动控制器相关知识；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绘制控触

头闭合表分解图  

 

 

 

看图片理解认识电

空制动控制器 

 

 

 

 

 

思考触头闭合表的

应用 

 

 



 

 

第 23 学时至第 2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4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空气制动阀基本知识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9周二 

3、4/11.3 

第 8周二 

5、6/10.27 

第 8周四 

1、2/10.29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基本知识的作用；2、掌握 DK-1

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基本知识的结构组成。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能熟记 DK-1型电空制

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组成。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 

教学难点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空气制动阀实物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 

2.能进行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结构原理分析；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与空气制动阀的作用关系。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空气制动

阀控制机车的原理。 

 

新课教学： 

1、DK-1型空气制动阀的特点； 

电空位：单独控制机车 

空气位：控制全列车 

 

    2、DK-1型空气制动阀的性能； 

             空气制动阀的结构； 

                   

             空气制动阀的性能； 

 

3、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作用位置； 

 
4、空气制动阀组成结构 

操作手柄 

凸轮机构 

单缓阀 

微动开关 

转换阀 

作用柱塞 

定位柱塞 

5、多媒体播放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  

2、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组成； 

考勤登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绘制制动

系统控制关系图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作用位置

电路转换情况 

 

 

 

 

结合多媒体认识空

气制动阀结构组成 

 

 



 

 

第 25 学时至第 2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4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空气制动阀作用原理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4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9周五

1、2/11.6 

第 9周一 

1、2/11.2 

第 9周一 

3、4/11.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结构组成；2、掌握 DK-1型电

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基本作用原理。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组成，能熟记 DK-1型电

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原理。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 

教学难点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空气制动阀实物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 

2.能进行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结构原理分析；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与空气制动阀的作用关系。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空气制动阀结构，引入空气制动阀作用原理。 

 

 

新课教学： 

1、DK-1型空气制动阀的结构特点； 

凸轮盒部分：转轴、顶杆、单缓阀、微动开关 

气阀部分：转换柱塞 

          定位柱塞 

          作用柱塞 

 

    2、DK-1型空气制动阀的作用原理； 

             电空位：转换柱塞作用； 

                     作用柱塞作用； 

                     定位凸轮作用 

             空气位：转换柱塞作用； 

                     作用柱塞作用； 

                     定位凸轮作用 

 

3、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控制关系； 

 
4、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位置；  

2、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气路电路原理； 

 

考勤登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27 学时至第 28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5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调压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3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9周二 

5、6/11.3 

第 9周四 

1、2/11.5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调压阀结构作用；2、熟悉调压阀结构组成；3、熟悉调压阀

基本作用原理。 

 

技能目标：能描述调压阀的作用；能描述调压阀的结构组成，能熟记调压阀的作

用原理。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调压阀的结构与作用 

教学难点 调压阀结构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辅以 PPT、调压阀实物 

课后任务 

1.复习调压的作用； 

2.复习调压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调压阀在 SS4G机车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及空气制动阀作

用原理，引入调压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1、调压阀的作用； 

 

 

    2、调压阀的结构特征；作用原理； 

             上体：调整手轮； 

                   调压阀弹簧（Ⅰ、Ⅱ级）； 

                   橡胶模板 

                   溢流口 

             下体：进气阀； 

                   进气阀弹簧； 

                   下螺盖 

 

3、调压阀工作状态： 

      供气状态 

      溢流状态 

 

 

4、调压阀安装注意事项 

    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位置；  

2、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气路电路原理； 

 

 

 

 

 

考勤记录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29 学时至第 3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4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电空制动控制器及电空阀检修与维

护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一 

3、4/11.9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作用原理；2、掌握 DK-1

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检修与维护。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作用原理，能对 DK-1

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进行检修与维护。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培养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结构原理 

教学难点 针对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检修与维护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项目任务单、课中理实一体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电空制动控制器、电空阀实物及工具、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作用； 

2.能进行 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结构原理分析；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与电空制动控制器的作用关系。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电空制动控制器的结构原理，引入电空制动

控制器检修与维护。 

 

新课教学： 

1、DK-1型电空制动控制器的结构特点； 

由控制手柄、凸轮轴组装、静触头组、定位机构等组成。  

凸轮轴组装：垂直的转轴、各层不同形状的凸轮(动触头)，静触头； 

定位机构可以确保各个工作位置的准确。  

作用位置：过充、运转、中立、常用制动、重联（手柄取出位）和紧

急； 

    2、DK-1型空气制动阀的维护要求； 

             电路维护：检查各作用位置得电电路（触头闭合表）； 

                       检查微动开关接点（TKS22 型）； 

                      

             机械维护：手柄动作是否灵活； 

                       定位机构动作是否可靠； 

                        

3、按要求拆装检修，验证电路情况与气路通路情况； 

 

4、电空阀的拆装与检修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的结构原理；  

2、DK-1型电空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器检修与维护要求。 

3、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考勤登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巩固电空制动控制

器组成结构  

 

 

通过结构特点确定

检修流程，引入检修

新工艺，新技术，标

准 

 

看图理解电空制动

控制器电路原理 

 

 

 

拆装检修了解电空

阀工作原理 

 

撰写实训心得 

 



 

 

第 31 学时至第 3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4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空气制动阀检修与维护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二 

1、2/11.10 

第 10周二 

5、6/11.10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作用原理；2、掌握 DK-1型电

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检修与维护。 

 

技能目标：能描述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原理，能对 DK-1型电空

制动机空气制动阀进行检修与维护。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培养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明确直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原理 

教学难点 针对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检修与维护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推送项目任务单、课中理实一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空气制动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 

2.能进行 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结构原理分析；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电空制动控制与空气制动阀的作用关系。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课前准备：发送项目任务书，提前熟悉任务要求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空气制动阀的结构原理，引入空气制动阀检

修与维护。 

 

新课教学： 

1、DK-1型空气制动阀的结构特点； 

凸轮盒部分：转轴、顶杆、单缓阀、微动开关 

气阀部分：转换柱塞 

          定位柱塞 

          作用柱塞 

 

    2、DK-1型空气制动阀的维护要求； 

             电路维护：检查 3SA1微动开关接点； 

                       检查 3SA2微动开关接点； 

                      

             气路维护：转换柱塞及柱塞套清洁上润滑脂； 

                       作用柱塞及柱塞套清洁上润滑脂； 

                       定位凸轮及柱塞套清洁上润滑脂 

 

3、按要求拆装检修，验证电路情况与气路通路情况； 

 
4、检修微课视频观看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结构原理；  

2、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检修与维护要求。 

    3、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巩固空气制动阀组

成结构  

 

 

通过结构特点确定

检修流程，引入检修

新工艺，新技术，标

准 

 

看图理解空气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录制检修视频，撰写

实训心得 

 

 



 

 

第 35 学时至第 3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5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调压阀的拆装与检修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三 

1、2/11.1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调压阀结构作用；2、熟悉调压阀结构组成；3、熟悉调压阀

基本作用原理。 

 

技能目标：能正确拆装调压阀；能描述调压阀的结构组成，能熟练进行调压阀的

运用及维护。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养成与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对制动系统认

知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明确调压阀的结构与作用 

教学难点 调压阀结构原理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任务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调压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调压的作用； 

2.复习调压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调压阀在 SS4G机车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及空气制动阀作

用原理，引入调压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1、调压阀的作用； 

 

 

    2、调压阀的结构特征；作用原理； 

             上体：调整手轮； 

                   调压阀弹簧（Ⅰ、Ⅱ级）； 

                   橡胶模板 

                   溢流口 

             下体：进气阀； 

                   进气阀弹簧； 

                   下螺盖 

 

3、调压阀工作状态： 

      供气状态 

      溢流状态 

 

 

4、调压阀安装注意事项 

    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1、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的作用位置；  

2、DK-1型电空制动机空气制动阀气路电路原理；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37 学时至第 4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6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中继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三 

3、4/11.11 

第 10周三 

5、6/11.1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中継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中継阀的结构组

成；会解释中継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中継阀结构和作用原理检修中継阀。 

 

技能目标：能分析中継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中継阀；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

修中継阀。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中継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中继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课中理实一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中继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中继阀的作用； 

2.复习中继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中继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及空气制动阀作

用原理，引入中继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中继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中继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任务书： 

“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播放中继阀教学课件，观看中继阀动画视频： 

对照视频，认识中继阀结构组成，思考如何拆装。 

 

“2、结构” 

（展示拆解后的中继阀实物）请大家看看我为大家准备实物。给大家

5分钟的时间讨论，对照教材 P60的中继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

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辨认。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完中继阀实物部件，用 PPT播放中继阀结构拆装流程动画，在主

板书中继阀结构简图如下： 

  

3、（理实一体） 

中继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对照中继阀零部件。 

 

4、（实践操作）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中继阀作用原理后，进行中继阀分解拆装，填写

实物图名称。 

 

5、课后思考：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中继阀的工作原理，  

【结课】1、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2、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41 学时至第 4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7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109型分配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四 

1、2/11.1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 109型分配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 109型分

配阀的结构组成；会解释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 109型分配阀结构和

作用原理检修分配阀。 

 

2.技能目标：能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 109型分配阀；能按

工艺流程正确检修 109型分配阀。 

 

3.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

意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

纪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及结构组成 

教学难点 109 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探究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课中理实一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分配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 

2.复习 109型分配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 109型分配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中继阀作用原理，引入分

配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分配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分配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电空制动控制器 

中继阀   制动管   109型分配阀 

空气制动阀 

（空气位） 

 

 “2、结构” 

给大家 8分钟的时间讨论，对照教材 P66的 109 型分配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辨

认。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完 109型分配阀实物图片，用 PPT播放 109 型分配阀结构拆装流

程动画，在主板书 109型分配阀结构简图如下： 

  

（演示法） 

109 型分配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填写分配阀结构图。 

“3、作用原理”  

    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 109型分配阀的工作原理， 借

助动画媒体，展示 109型分配阀作用原理。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抽样考核，落实当堂

达标 



 

 

第 43 学时至第 4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7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109型分配阀作用位置及原理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四 

3、4/11.12 

第 10周四 

5、6/11.1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 109型分配阀作用位置；会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位置及原

理；会运用 109型分配阀结构和作用原理检修分配阀。 

 

技能目标：能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 109型分配阀；能按工

艺流程正确检修 109型分配阀。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位置及原理 

教学难点 109 型分配阀的作用位置及原理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探究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课中理实一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分配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 

2.复习 109型分配阀作用位置及原理； 

3.熟练掌握 109型分配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分配阀结构组成，引入分

配阀的作用原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分配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 3.3  分配阀作用位置及原理” 

分配阀的拆装，熟悉组成结构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1、作用位置：”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缓解位（初充风/再充风） 

局减位 

制动位 

紧急位 

空气制动阀制动位 

空气制动阀缓解位 

给大家 8分钟的时间小组讨论，对照教材 P72的 109型分配阀作用位

置及原理分析，过后请同学来尝试分析一个作用位置。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 109型分配阀位置作用原理，逐一阐述分配阀各位置作用原理 

  

（实践） 

109型分配阀内部结构如何？请大家熟练拆装分配阀，思考检修要求。 

 

巩固“空气通路及控制关系” 

主阀部 

均衡部 

紧急增压部 

  

希望大家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 109 型分配阀的工作原

理，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 109型分配阀作用原理。 

【结课】1、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2、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抽样考核，落实当堂

达标 



 

 

第 47 学时至第 5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8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5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0周五 

3、4/11.13 

第 10周五 

5、6/11.13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紧急阀、电动放风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紧

急阀、电动放风阀的结构组成；会解释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结构和作用原理检修紧急阀和电动放风阀。 

 

技能目标：能分析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紧急阀和电动放

风阀；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紧急阀和电动放风阀。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课中理实一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电动放风阀、紧急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 

2.复习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紧急阀、电动放风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及分配阀作用原

理，引入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主板书“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主板书 

电空制动控制器 

中继阀   制动管   109型分配阀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空气制动阀 

（空气位） 

探究法“2、结构” 

（给大家 5分钟的时间小组讨论，对照教材 P76/77的紧急阀、电动

放风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

一位同学来进行辨认。 

展示完紧急阀、电动放风阀实物图片，用 PPT播放紧急阀、电动放风

阀结构拆装流程动画，在主板书列出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控制关系： 

  

（演示法）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

示 PPT） 

播放动画，填写紧急阀结构名称。 

主板书“3、作用原理”  

电指令控制：电动放风阀先动作，紧急阀后动作 

空气指令控制：紧急阀先动作，电动放风阀后动作 

希望大家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工作

原理，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电动放风阀、紧急阀作用原理。 

【结课】1、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2、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抽样考核，落实当堂

达标 



 

 

第 37 学时至第 4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6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中继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3 机车 19T4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3周一 

1、2/11.30 

第 13周二 

3、4/12.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中継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中継阀的结构组

成；会解释中継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中継阀结构和作用原理检修中継阀。 

 

技能目标：能分析中継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中継阀；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

修中継阀。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中継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中继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中继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中继阀的作用； 

2.复习中继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中继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及空气制动阀作

用原理，引入中继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中继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中继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任务书： 

“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播放中继阀教学课件，观看中继阀动画视频： 

对照视频，认识中继阀结构组成，思考如何拆装。 

 

“2、结构” 

（展示拆解后的中继阀实物）请大家看看我为大家准备实物。给大家

5分钟的时间讨论，对照教材 P60的中继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

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辨认。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完中继阀实物部件，用 PPT播放中继阀结构拆装流程动画，在主

板书中继阀结构简图如下： 

  

3、（理实一体） 

中继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对照中继阀零部件。 

 

4、（实践操作）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中继阀作用原理后，进行中继阀分解拆装，填写

实物图名称。 

 

5、课后思考：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中继阀的工作原理，  

【结课】1、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2、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41 学时至第 4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7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109型分配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3 机车 19T4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3周二 

5、6/12.1 

第 13周五 

1、2/12.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 109型分配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 109型分

配阀的结构组成；会解释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 109型分配阀结构和

作用原理检修分配阀。 

 

2.技能目标：能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 109型分配阀；能按

工艺流程正确检修 109型分配阀。 

 

3．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的意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

守纪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及结构组成 

教学难点 109 型分配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探究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分配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109型分配阀的作用； 

2.复习 109型分配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 109型分配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中继阀作用原理，引入分

配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分配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分配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电空制动控制器 

中继阀   制动管   109型分配阀 

空气制动阀 

（空气位） 

 

 “2、结构” 

给大家 8分钟的时间讨论，对照教材 P66的 109 型分配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辨

认。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完 109型分配阀实物图片，用 PPT播放 109 型分配阀结构拆装流

程动画，在主板书 109型分配阀结构简图如下： 

  

（演示法） 

109 型分配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填写分配阀结构图。 

“3、作用原理”  

    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 109型分配阀的工作原理， 借

助动画媒体，展示 109型分配阀作用原理。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抽样考核，落实当堂

达标 



 

 

第 47 学时至第 5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8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4周二 

1、2/12.8 

第 14周四 

3、4/12.10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紧急阀、电动放风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紧

急阀、电动放风阀的结构组成；会解释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结构和作用原理检修紧急阀和电动放风阀。 

 

技能目标：能分析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紧急阀和电动放

风阀；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紧急阀和电动放风阀。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会分析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电动放风阀、紧急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作用； 

2.复习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紧急阀、电动放风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及分配阀作用原

理，引入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主板书“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主板书 

电空制动控制器 

中继阀   制动管   109型分配阀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 

空气制动阀 

（空气位） 

探究法“2、结构” 

（给大家 5分钟的时间小组讨论，对照教材 P76/77的紧急阀、电动

放风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

一位同学来进行辨认。 

展示完紧急阀、电动放风阀实物图片，用 PPT播放紧急阀、电动放风

阀结构拆装流程动画，在主板书列出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控制关系： 

  

（演示法） 

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

示 PPT） 

播放动画，填写紧急阀结构名称。 

主板书“3、作用原理”  

电指令控制：电动放风阀先动作，紧急阀后动作 

空气指令控制：紧急阀先动作，电动放风阀后动作 

希望大家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紧急阀、电动放风阀的工作

原理，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电动放风阀、紧急阀作用原理。 

【结课】1、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2、发布下次实践任务书，提前做好预习。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抽样考核，落实当堂

达标 



 

 

第 51 学时至第 5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9 DK-1 型制动机结构组成—压力开关、转换阀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4周一 

3、4/12.7 

第 14周五 

5、6/12.8 

第 14周五 

3、4/12.10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压力开关、转换阀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作用；会陈述压力

开关、转换阀的结构组成；会分析压力开关、转换阀的作用原理；会运用压力开

关、转换阀结构和作用原理维护压力开关。 

 

技能目标：能阐述压力开关、转换阀的作用；能分析压力开关、转换阀的作用原

理；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压力开关、转换阀的作用及原理 

教学难点 压力开关、转换阀的作用及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压力开关、转换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压力开关、转换阀的作用； 

2.复习压力开关、转换阀结构及调压原理； 

3.熟练掌握压力开关、转换阀在 DK-1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 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压力开关

和转换阀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的主要气动部件—压力开关、转换阀。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机主要气动部件 

——压力开关、转换阀”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主板书“1、作用：”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相关概念引入： 

最大有效减压量—208 

最小减压量（初减压）—209 

电空转换阀 153 

客货转换阀 154 

主板书“2、结构” 

（展示压力开关、转换阀实物图片）请大家看看我为大家准备实物。

给大家 5分钟的时间看书，对照教材 P85的压力开关、转换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示的结构图，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辨

认。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完中继阀实物部件，用 PPT播放压力开关、转换阀结构拆装流程

动画，在主板书压力开关、转换阀的运用： 

  

（演示法） 

压力开关、转换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

示 PPT） 

主板书“3、作用原理”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压力开关、转换阀作用原理。 

    希望大家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压力开关、转换阀的

工作原理。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53 学时至第 5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3.10 DK-1型制动机结构组成—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4周四 

1、2/12.10 

第 15周二 

1、2/12.15 

第 15周四 

3、4/12.17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会陈述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的作用；会陈述重联阀、无动力回送

装置的结构组成；会分析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的作用原理；会熟练掌握重联

阀、无动力回送装置在 DK-1型制动系统中的运用。 

 

技能目标：能分析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的作用原理；能正确拆装重联阀、无

动力回送装置；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维护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 DK-1型制动机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的应用 

教学难点 分析 DK-1型制动机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的使用要求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重联阀实物及工具、多媒体课件及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涵； 

2.复习重联阀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熟练掌握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的内涵及重联阀的运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到课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基本组成，引入重联阀+无

动力回送装置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 

（教学方法：引导法）串讲 DK-1型制动系统基本组成结构引入 

主板书    “重联阀+无动力回送装置” 

 

DK-1型制动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主板书“1、重联阀：”  

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制动机的系统框图可知： 

给大家 8分钟的时间看书，对照教材 P80的重联阀结构图或者 PPT展

示的结构图，我们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吗？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辨认。 

预案 1，有学生主动举手；预案 2，无学生主动举手随机抽点一名同

学。 

展示完重联阀实物图片，用 PPT播放重联阀结构拆装流程动画，在主

板书重联阀结构简图如下： 

 （演示法） 

重联阀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书写板书。 

作用： 

结构组成：重联阀部+制动缸遮断阀部+转换阀 

作用原理： 

 

主板书“2、无动力回送装置：” 

作用 

结构组成：155+滤尘网+止回阀 

作用原理： 

无动力回送操作要求： 

主板书“两关两闭一调整，大小手柄取下来”  

 

希望大家通过动画展示结合教材，正确理解 DK-1型制动机控制关系

内涵及重联阀的工作原理， 借助动画媒体，展示重联阀作用原理。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考勤签到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55 学时至第 5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运转、运转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4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机车 19T3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5周一 

3、4/12.14 

第 15周二 

3、4/12.1 

第 15周五 

1、2/12.15 

第 15周五 

3、4/12.17 

第 17周一 

1、2/12.28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

会理解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内涵；会分析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原理；会运用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大闸运转位、小

闸运转位的电路原理分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

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闸运转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运转（大闸）+运转（小闸）。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运转位 

小闸：运转位”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运转（大闸）+运转（小闸）多媒体

动画，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

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电路：” 

根据制动系统原理框图可知： 

得电：803→258YV/256YV得电 

809→3SA2→818→254YV得电 

813→安全联锁 

连通：405→836 

主板书“2、气路：” 

调压阀 55→258YV→均衡风缸 

容积室→作用管→254YV→大气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充气缓解位 

分配阀：充气缓解位 

紧急阀：充气缓解位 

电动放风阀：不动作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57 学时至第 58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   DK-1制动系统在线教学效果阶段测试卷评价及学习方法指导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6周二 

1、2/12.22 

第 16周四 

3、4/12.2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交流机车制动系统组成；2、管路系统；3、DK-1制动系统基本组

成；4、综合作用分析方法。 

 

技能目标：了解同学们对机车制动系统的运用，总结学习方法 

 

课堂思政目标：行为自觉性的培养，工作方法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 DK-1制动系统作用原理分析及学习方法指导 

教学难点 DK-1制动系统作用原理分析及学习方法指导 

教学模式 课程分享+学习总结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雨课堂在线考试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DK-1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分析方法总结；  

2、DK-1制动系统原理理解；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 

 

新课教学： 

1、学习情况通报， 

2、知识重难点阶段总结 

3、难题答疑 

4、掌握作答情况，总结学习方法，提升适合自己的方法能力 

 

巩固总结： 

学习态度提升，课后复习巩固 

 

雨课堂签到 

 

 

在线解答 

 

 

纠错 

 

 

 

 

 



 

 

第 59 学时至第 6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制动、运转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4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机车 19T3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5周四 

1、2/12.17 

第 15周五

1、2/12.18 

第 16周五

5、6/12.25 

第 16周五 

3、4/12.25 

第 17周二 

5、6/12.29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

会理解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内涵；会分析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原理；会运用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大闸制动位、小

闸运转位的电路原理分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

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闸制动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制动（大闸）+运转（小闸）。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制动位 

小闸：运转位”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制动（大闸）+运转（小闸）多媒体

动画，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

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电路：” 

根据制动系统原理框图可知： 

失电：803→258YV失电/256YV失电 

809→3SA2→818→254YV失电 

得电：806→253YV得电/808→208SA 

813→安全联锁 

连通：405→836 

主板书“2、气路：” 

调压阀 55→258YV→均衡风缸（关断） 

容积室→作用管→254YV→大气（关断） 

开通：均衡风缸→257YV→大气（208动作，停止排气）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减压制动位 

分配阀：局减位/减压制动 

紧急阀：常用制动位 

电动放风阀：不动作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61 学时至第 6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中立、运转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4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机车 19T3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8周一 

3、4/1.4 

第 18周二 

3、4/1.5 

第 17周二 

1、2/12.29 

第 17周四 

3、4/12.31 

第 18周一 

1、2/1.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

会理解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内涵；会分析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原理；会运用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大闸中立位、小

闸运转位的电路原理分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

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闸中立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中立（大闸）+运转（小闸）。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中立位 

小闸：运转位”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中立（大闸）+运转（小闸）多媒体

动画，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

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电路：” 

根据制动系统原理框图可知： 

得电：807→262V→800→257YV得电 

806→253YV 得电 

813→安全联锁 

制动前中立位：807→209SA→827→263V→803→258YV /256YV得电 

连通：405→836 

主板书“2、气路：” 

调压阀 55→258YV→均衡风缸（关断） 

容积室→作用管→254YV→大气（关断） 

开通：均衡风缸→257YV→大气（208动作，停止排气）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保压位 

分配阀：保压 

紧急阀：不动作（恢复到充气缓解位） 

电动放风阀：不动作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61 学时至第 6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过充、运转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7A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1周四

1、2/4.30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

会理解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内涵；会分析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原理；会运用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大闸过充位、小

闸运转位的电路原理分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

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闸过充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机车 17A课堂参与度较高，因为采用线上授课，无实际操作制动系统，同学

们对制动系统控制关系的认识较模糊，使用 DK-1 型制动系统多媒体综合作用课

件，形象直观地反映各作用的电路和气路通路特征，同学们均觉得很能帮助理解

其工作原理。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过充（大闸）+运转（小闸）。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过充位 

小闸：运转位”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过充（大闸）+运转（小闸）多媒体

动画，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

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电路：” 

根据制动系统原理框图可知： 

得电：803→→258YV/256YV 得电 

805→252YV 得电 

813→安全联锁 

空气制动阀： 809-818线，但 809无电，排风 1254YV失电，机车无

法缓解 

连通：405→836 

主板书“2、气路：” 

调压阀 55→258YV→均衡风缸（开通） 

总风-252YV-过充风缸-中继阀过充柱塞，压中继阀模板 

容积室→作用管→254YV→大气（关断）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过充压力形成位 

分配阀：保压 

紧急阀：不动作（恢复到充气缓解位） 

电动放风阀：不动作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63 学时至第 6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紧急、运转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4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机车 19T3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8周四 

1、2/1.7 

第 18周五 

1、2/1.8 

第 18周二 

1、2/1.5 

第 18周四 

3、4/1.7 

第 18周二 

5、6/1.5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

会理解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内涵；会分析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原理；会运用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大闸紧急位、小

闸运转位的电路原理分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

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闸紧急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紧急（大闸）+运转（小闸）。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紧急位 

小闸：运转位”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紧急（大闸）+运转（小闸）多媒体

动画，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

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电路：” 

根据制动系统原理框图可知： 

得电：804→→94YV得电 

806→(260V)→253YV得电 

821→↑↓→259YV得电 

        264V→800→257YV得电 

812→撒沙电空阀 251/241YV，250/240Y V 

主板书“2、气路：” 

调压阀 55→258YV→均衡风缸（关断） 

开通：制动管→94→大气 

容积室→作用管→254YV→大气（关断） 

      均衡风缸→制动管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自锁/总风遮断阀：关断 

分配阀：紧急制动制动 

电动放风阀：动作 

紧急阀：紧急制动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降为 0）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69 学时至第 7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重联、运转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7A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2周四

1、2/5.7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会理解大闸重

联位、小闸运转位的内涵；会分析大闸重联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会运用

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大闸重联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大闸重联位、小

闸运转位的电路原理分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

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闸重联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闸重联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线上/混合任务分配方式；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

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闸重联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闸重联位、小闸运转位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机车 17A 课堂参与度较高，因为采用线上授课，使用 DK-1 型制动系统多媒

体综合作用课件，形象直观地反映各作用的电路和气路通路特征，同学们均觉得

很能帮助理解其工作原理。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重联（大闸）+运转（小闸）。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重联位 

小闸：运转位”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重联（大闸）+运转（小闸）多媒体

动画，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

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电路：” 

根据制动系统原理框图可知： 

得电：821→→259YV 得电 

821→260V→806→253YV得电 

821→264V→257YV得电 

         

主板书“2、气路：” 

制动管→259YV→均衡风缸（开通） 

开通：总风→253YV→总风遮断阀 

均衡风缸→→257YV→大气（关断）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自锁/总风遮断阀：关断 

分配阀：保压 

电动放风阀：不动作 

紧急阀：不动作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降为 0）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71 学时至第 72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小闸作用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7A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2周六

3、4/5.9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的概念；会理解小闸作

用的内涵；会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会运用大闸和小闸的正确操作控制列车

的安全运行。 

 

技能目标：能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小闸作用的电气原理分析系统故

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制动系统的正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线上/混合任务分配方式；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

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小闸作用的作用； 

2.复习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机车 17A 课堂参与度较高，因为采用线上授课，使用 DK-1 型制动系统多媒

体综合作用课件，形象直观地反映各作用的电路和气路通路特征，同学们均觉得

很能帮助理解其工作原理。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大闸+小闸作用。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  

小闸：各位置”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小闸作用多媒体动画，用 PPT播放

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小闸的作用位置：” 

制动+中立+（运转）+缓解 

大闸控制全列车 

小闸作用单独控制机车 

 

主板书“2、气路：” 

制动位：连通：调 53（54）→ 

中立位：调压阀 53（54）→（关断） 

运转位：调压阀 53（54）→（关断） 

缓解位：作用管→→大气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均衡风缸控制 

分配阀：作用管控制 

紧急阀：不动作 

电动放风阀：不动作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65 学时至第 6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6、§7 基础制动装置及基本术语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4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机车 19T3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9周一 

3、4/1.11 

第 19周二 

3、4/1.12 

第 18周五

5、6/1.8 

第 18周五 

3、4/1.8 

第 19周一 

1、2/1.11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基础制动的概念；会了解基础制

动装置的内涵；会运用基础制动基本原理，进行闸瓦间隙的调节。 

 

技能目标：能理解基础制动装置的作用原理；能根据基础制动装置的结构原理分

析系统故障；能按工艺流程正确检修及维护基础制动装置的正常运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基础制动装置的结构组成 

教学难点 分析基础制动装置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基础制动装置的作用； 

2.复习分析基础制动装置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基础制动装置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基础制动装置 

（教学方法：图片展示） 

主板书    “§ 6.1  基础制动装置 

 

基础制动装置的作用 

（教学方法：图片展示） 

展示基础制动装置图片，用 PPT播放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

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 1、压力压强 

 

 

主板书 2、相关计算 

制动缸压力计算： 

制动管最大减压量，最小减压量的计算： 

 

 

主板书 3、空气波、制动波速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69 学时至第 7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7 制动基本术语 1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周次、节次

及日期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基本术语的概念；会理解制动基

本术语的内涵；会运用制动基本术语。 

 

技能目标：能理解制动基本术语的概念；能熟练掌握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能正

确理解制动相关概念。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 

教学难点 分析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线上/混合任务分配方式；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

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制动基本术语的概念； 

2.复习分析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机车 17A课堂参与度较高，因为采用线上授课，教学效果不便监控，同学们

对部分概念理解困难，需要加强课后辅导。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基础制动装置的基本知识，

引入制动基本术语。 

 

新课教学： 

制动基本术语 

（教学方法：图片展示） 

主板书    “§ 7.1  制动基本术语 

 

常用名词术语 

（教学方法：讲授法） 

展示用 PPT呈现概念： 

 

主板书 1、压力压强 

 

 

主板书 2、相关计算 

制动缸压力计算： 

制动管最大减压量，最小减压量的计算： 

 

 

主板书 3、空气波、制动波速：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概念理解 

 

压力分析演算 

 

 



 

 

第 77 学时至第 78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7 制动基本术语 2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7A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5周二

3、4/5.26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基本术语的概念；会理解制动基

本术语的内涵；会运用制动基本术语。 

 

技能目标：能理解制动基本术语的概念；能熟练掌握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能正

确理解制动相关概念。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 

教学难点 分析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线上/混合任务分配方式；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

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制动基本术语的概念； 

2.复习分析制动基本术语的内涵；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基础制动装置的基本知识，

引入制动基本术语。 

 

新课教学： 

制动基本术语 

（教学方法：图片展示） 

主板书    “§ 7.1  制动基本术语 

 

常用名词术语 

（教学方法：讲授法） 

展示用 PPT呈现概念： 

 

主板书 1、压力压强 

 

 

主板书 2、相关计算 

制动缸压力计算： 

制动管最大减压量，最小减压量的计算： 

 

 

主板书 3、空气波、制动波速：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概念理解 

 

压力分析演算 

 

 



 

 

第 67 学时至第 68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2 DK-1 型制动系统试验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5 机车 19T4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机车 19T3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9周四 

1、2/1.14 

第 19周五 

1、2/1.15 

第 19周二 

1、2/1.12 

第 19周四 

3、4/1.14 

第 19周二 

5、6/1.12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试验的基本要求；2．会识

读实验步骤的内涵；3.会分析实验步骤工作原理；4.会运用制动机试验检查制动

系统性能。 

 

技能目标：1.能分析制动系统试验的实验步骤；2.能根据制动系统的电气原理分

析系统故障；能按试验流程完成制动系统试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大、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大、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课前发布项目任务单、多媒体教学、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大、小闸作用的作用； 

2.复习分析大、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大闸+小闸作用。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 

大闸：各位置  

小闸：各位置” 

DK-1型制动系统的综合作用的概念 

（教学方法：导入式、问答法） 

展示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小闸作用多媒体动画，用 PPT播放

电路、气路流程图，在主板书列出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的逻辑控制关系： 

主板书“1、制动手柄的作用位置：” 

制动+中立+（运转）+缓解+过充+紧急+重联 

大闸控制全列车 

小闸作用单独控制机车 

主板书“2、电路：” 

大闸：过充位：803、805 

运转位：803、809 

中立位：806、807 

制动位：806、808 

重联位：821 

紧急位：804、806、812、821 

小闸：运转+缓解：809-818 

中立+制动：809≠818 

主板书“3、气动部件动作” 

中继阀：均衡风缸控制 

分配阀：作用管控制 

紧急阀：制动管 

电动放风阀：804 

（演示法） 

请大家看多媒体动画，（展示 PPT） 

一边播放动画，一边通过抽问同学，了解同学们对此作用位置的掌握

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布置下节课重点及作业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图片理解认识空

气制动阀各位置气

路情况 

 

 

 

看图理解控制制动

阀电路、气路原理 



 

 

第 83 学时至第 84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1 DK-1 型制动系统实践教学—制动系统设备认识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7A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8周二

3、4/6.16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的基本结构；2．会认识制

动屏柜的设备名称；3.会对制动系统塞门进行简单的操作。 

 

技能目标：1.能认识制动屏柜设备名称；2.能进行设备的简单操作；3.能熟练掌

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要求。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制动屏柜设备名称及作用 

教学难点 能对设备进行操作 

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 

教学方法 参与式、启发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 

课堂构建 课中分组讨论及实物认识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DK-1型制动屏柜 

课后任务 

1.复习制动屏柜的设备布局； 

2.复习制动屏柜的设备名称及操作要求；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结构实物。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制动屏柜 

（教学方法：引导法） 

主板书    “§ 3.3  DK-1型制动系统结构组成—制动屏柜 

 

DK-1型制动系统设备结构组成 

（教学方法：问答法） 

口试制动系统作用位置的的逻辑控制关系： 

 

1、电气设备 

DKL、电空阀、 

 

2、气动设备：  

      分配阀 

      中继阀 

      电动放风阀 

      紧急阀 

      压力开关 

      转换阀…… 

 

 

 

3、塞门 

 

 

（演示法） 

操作大闸、小闸，看设备动作情况 

分析制动综合作用的控制机理：控制对象：制动管（增压/减压） 

要求大家通过分析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工作原理，掌握制动系

统的正确运用与系统维护。 

 

【结课】总结本节内容，提前学习“五步闸”的实验步骤及要求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回答 

 

 

识记组成，分部识记

组成结构  

 

 

看实物认识空气制

动屏柜各位置设备

布置情况 

 

 

 

熟悉制动设备的操

作要求 

 



 

 

第 85 学时至第 8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4.3 DK-1 型制动系统试验—五步闸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7A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8周三

1、2/6.17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陈述 DK-1型制动系统试验的基本要求；2．会识

读实验步骤的内涵；3.会分析实验步骤工作原理；4.会运用“五步闸”试验检查

制动系统质量。 

 

技能目标：1.能分析制动系统试验的实验步骤；2.能根据制动系统的电气原理分

析系统故障；能按试验流程完成制动系统五步闸试验。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教学难点 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教学方法 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模块化教学 

课堂构建 
线上/混合任务分配方式；课前、课后雨课堂推送学习课件、课中教学组织

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小闸作用的作用； 

2.复习分析小闸作用的作用原理； 

3.熟练掌握制动系统故障处理的能力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控制关系，引入 DK-1型制

动系统综合作用的基本知识。 

 

新课教学： 

DK-1型制动系统综合作用—大闸+小闸作用。 

1、实验前准备 

  系统电源 

  系统风源 

  系统设置 

  试验防护 

   

 

2、实验步骤 

①大闸位置： 

②小闸位置： 

 

3、技术要求 

 

 

4、实践操作 

①大闸：  

②小闸：  

 

5、实践报告 

 

 

巩固总结： 

1、制动系统试验内容；  

2、制动系统的操作机要求。 

钉钉打卡 

 

 

复习抽问，积极

回答 

 

 

图片展示，分析

模块功能 

 

 

看 DK-1 型制动系统

原理图思考，模块作

用原理 

 

 



 

 

第 69 学时至第 70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综合复习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9T2 机车 19T1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19周五

5、6/1.15 

第 19周五 

3、4/1.15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理清 DK-1型制动系统知识结构；2．掌握制动系统应知应会；

3.会分析制动系统学习重点和难点。 

 

技能目标：1.能分析制动系统技能要求；2.能根据制动系统的电气原理分析系统

故障；能按专业知识要求完成岗位能力提升。 

 

课堂思政目标：培养自我约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意

识；培养安全防护、设备定置管理、爱护设备的意识；培养爱岗敬业，遵章守纪

的职业态度。 

 

教学重点 思考制动系统知识结构 

教学难点 有针对性地学习制动系统重难点 

教学模式 自主学习 

教学方法 讨论式 

教学方式 复习答疑 

课堂构建 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司机考试题库，课程知识提纲 

课后任务 1.复习迎接期末考试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打卡情况，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DK-1型制动系统试验。 

 

新课教学： 

自主学习 

 

 

【结课】强调考试纪律，诚信应考。 

钉钉打卡 

 

自主学习，举手提问 

 

 



 

 

第 15 学时至第 16 学时教案 

授课课题 §2.3 空气管路系统供风附属设备 教研室 

主任 授课班级 机车 18T2 机车 18T3 机车 18T4    

周次、节次

及日期 

第 4周三

3、4/3.11 

第 4周五

3、4/3.13 

第 4周五

1、2/3.13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会描述 CCBⅡ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结构；2、掌握和谐机车空气管

路系统工作原理。 

技能目标： 

 

情感目标（课堂思政目标）： 

 

教学重点 明确和谐号机车空气管路系统组成结构 

教学难点 电力机车空气管路系统组成异同 

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其它） 

教学方法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其它） 

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工场实时教学/其它） 

课堂构建 （线上/线下/混合任务分配方式；课前、课后、课中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资源 钉钉直播在线教学辅以 PPT 

课后任务 

1.复习 CCBⅡ制动机空气管路系统组成及结构； 

2.复习双塔式干燥器型号及工作原理； 

3.查阅资料学习 CCBⅡ制动系统辅助功能模块的种类及作用。 

教学诊改 

（教学反思，学情分析，教学改进措施等）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组织教学：清点学生出勤，记录出勤情况，明确教学活动开始 

 

 

 

复习引入：复习上节课内容，CCBⅡ制动系统空气管路供风系统。 

 

 

 

新课教学： 

1、空气管路系统组成 

空管管路组成： 

车下布管：  

控制管路： 

 

2、管路系统组成 

供风管路 

司机室管路 

转向架管路 

制动控制管路 

车顶管路 

底架管路 

车端管路  

 

3、风源系统原理框图 

简单介绍各型电力机车风源系统的原理图 

SS4G      

HXD      

      

4、压力控制 

     

5、课堂讨论 

 

巩固总结： 

 

 

 

 

 

 

 

 

 

注：表格内，（X）的内容为提示，正式教案中不应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