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能源产业不断推进与发展，并渗透到各行各

业，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的广泛应用和突破性发

展，为我国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1]。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75%，比 2019 年增加 111 万辆，增长 29.18%。新能源汽车

增量连续三年超过 100 万辆，呈持续高速增长趋势[2]。教育行

业承担着培养高科技产业和战略型新型产业人才的重任，在

新工科背景及十四五规划的指导下，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也

带动了各大高校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体系的转

型调整[3]。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以新能源汽车中的关键技术

为研究对象，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车辆工程专业

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的重要课

程。

1.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诸多

问题，导致教学效果受限，学生学习热情不高。

（1）多学科交叉性强。新能源汽车技术属于新兴交叉学

科，其所涉及内容范围广、综合性强，具有“内容散、整合难”

的特点。目前，新能源汽车属于机械工程、车辆工程领域[4]，但

其核心技术跨越多个学科，其中，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主要

涉及电化学与材料科学内容，电动汽车用电动机主要涉及电

气工程学科内容，而整车控制、电机控制与电池管理又主要

涉及控制工程内容。课程较强的综合性与交叉性，不仅对教

师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增加了

学生接收与消化知识的难度。

（2）教学内容抽象。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涵盖面广，内容

丰富，教学内容多为关键零部件工作原理、能量管理策略、整

车控制策略等抽象内容，若仅通过课堂上教师“填鸭式”地进

行大量知识的灌输，而无法将教学内容具象化，将会导致学

生对所学内容感到枯燥，不利于学生系统性地接纳和消化相

关知识内容[5]。

（3）教学内容更新快。目前，在国家政策与科技发展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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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推动下，新能源汽车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从而导致课程教

学内容也需与时俱进。例如，现有教材针对混合动力汽车的

分类仍局限于依据其动力结构形式划分为串联式、并联式和

混联式。但目前混合动力汽车已衍生出更加科学的分类方

式，即根据电机相对于传统动力系统的位置关系，将混合动

力汽车分为 P0、P1、P2、P3、P4 等多种形式。因此，若课程教

材与教学内容无法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相匹配，将会导致

学生所学知识与行业最新发展动态相脱节，进而导致课堂教

学难以满足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的目标[6]。

综上所述，由于《新能源汽车技术基础》课程本身内容的

复杂性，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创新意识淡薄、缺乏灵

活性等问题，导致课程教学效果受限，严重制约了新能源汽

车专业人才的培养。

2.可采取应对措施
面对新时代对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教师专业

发展、人才培养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

念、更新思想，明确新能源汽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不断

丰富、创新新能源汽车课程，拓展新能源汽车课程教学改革

的广度与宽度；通过提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升新能源汽

车课程教学改革的适应性；通过优化教学内容、方式与手段，

改善新能源汽车课程师资力量，提高新能源汽车课程教学的

综合素质。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新能源汽车课程教学改革，满

足新时代对高素质新能源汽车人才的需求[7]。

图 1. 以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基础课程模式

（1）梳理课程结构，创建教学团队。针对新能源汽车技

术课程“内容散、整合难”的特点，若采用“一门课”教学，很容

易导致知识体系混乱，学生丧失学习动力。因此，梳理教学

内容，构建知识体系架构在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尤为重要。依据课程内容，将课程划分为“车辆工程”、“电

化学工程”、“电气工程”、“控制工程”等子模块，并据此设立

相应的教学团队。团队教师各司其职，针对擅长领域，设计

教学内容，以此保证模块化教学的有序推进。

（2）借助信息手段，具象教学内容。得益于现代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为课堂教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8]。

针对新能源技术教学内容，可采用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的方

式：对于结构图和动态系统展示，采用多媒体教学，引入相关

视频、图片等，具象教学内容，便于学生理解；对于各类电池、

电机的原理，采用板书讲解，加深学生印象。

（3）建立实践基地，激发学习热情。当前，新势力造车如

火如荼，新能源车企已成为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与新能源

车企共建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工厂，近距离接触新能源前

沿科技，可有效激发学生兴趣。此外，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入工

程实践案例到课堂教学，逐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

主导的“课堂教学、设计训练、实验教学和课外科技实践活动

一体化”的混合课堂教学体系，在提高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9]。

（4）建立闭环反馈体系，持续促进课程建设。以培养目

标为切入点，与学生、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支撑条

件形成闭环式的完整系统体系。每年除校内进行定期的教

学质量反馈外，重点开展学生座谈、行业和企业专家座谈、网

上调查等校外评估反馈工作，建立起持续改进机制，持续不

断地促进课程建立。

3.总结
综上所述，针对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课程结构梳理、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手段多样

化、课外实践活动开展、持续反馈体系建设等措施，可有效提

升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兴趣，进而保障课程高效有序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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