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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案例简介:《新能源汽车综合故障诊断》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开设对象为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大二学生。该课程是实现汽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

要环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汽车电池、充电系统、电机及控制系统的故障

规律和特点。除此以外，还借助多个实训项目，帮助学生逐渐积累故障诊断经验，切实培养

学生新能源汽车综合故障诊断的实际工作能力。

“驱动电机的故障诊断”是本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驱动电机是新能源汽车“三大电”

的重要一环，不可缺少。本案例旨在通过比亚迪 E5 实车故障诊断，来帮助学生掌握驱动电

机的结构、作用以及故障诊断方法。除此以外还利用视频、小组讨论以及实训等教学活动，

来柔性融入团结互助、工匠精神以及安全意识等思政元素。本案例是关于“驱动电机故障诊

断”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掌握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理解电控系统的控制原理。

2）掌握驱动电机控制系统的组成，理解驱动电机控制系统的作用。

3）掌握驱动电机的故障规律及故障诊断方法。

1.2 能力培养目标

1）会识别驱动电机的结构，会分析驱动电机控制系统的原理和作用。

2）能够分析驱动电机系统的故障规律，能完成驱动电机的故障诊断。

1.3 思政育人目标

1）养成团队协作精神，养成严谨的工作态度。

2）增加爱国情怀和民族企业自豪感。

3）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2.教学策略与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1 教学策略



通过案例引入、视频、课堂讲解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提供学

生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利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自主归纳总结知识点，以此学习系

统思维和逻辑思维方法。最后引入比亚迪 E5 实车故障案例，通过分组讨论并制定诊断计划，

帮助学生建立团队协作意识。

2.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 搜集资料，多屏联动(课前)

教师课前准备，提前将实训工单、课前习题及电机故障诊断视频发布至“智慧职教”中，

鼓励学生自主完成预习任务和课前作业，以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以投屏的方式呈现

学生作业，再由教师进行重点梳理，引出知识点①“电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设计意图】在课前发布预习任务，旨在提高学生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通过视

频播放来增强趣味性，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2 实训练习，启发引导(课中)

1）验前课：带领学生复习上节课程的知识点，以达到巩固学习的目的。在回顾的过程

中，发现有部分学生对前课内容理解不深刻，并存在着遗忘的情况。通过此现象，培养学生

应温故而知新的学习习惯。

【设计意图】带领学生回顾上节课程的重点内容，加深知识点的理解，以此培养学生“温

故而知新”的学习理念。

2）导新课：小组讨论“动力电池电能的传递路径”，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认真仔细思

考，培养了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并提出设问，“如何控制动力电池的电能传递呢？”

由此引出知识点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作用。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建立了动力电池电能传递路径的思维导图，培养了学

生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

3）获新知：

图片展示：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电子控制单元、传感器以

及执行器，这些结构缺一不可并相互联系，启发学生在生活中应具有共同协助，团结共进的

精神。

【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展示了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结构，发现其结构缺一不可并共

同协作，以此为媒介，启发学生在生活中应共同协助，团结共进。

视频播放：通过视频展示国内驱动电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明确阐述了驱动电机的发

展速度迅猛以及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弯道超车，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企业自

豪感；

【设计意图】通过视频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教学用车比亚迪 E5

车为例，比亚迪是国产汽车的领军车企，同时也是电动汽车领域引领者，激发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实训开展：将驱动电机实训故障案例引入，通过小组协作完成故障原因分析和检修计



划的制定。在实训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标准化流程化地完成实训步骤，最终通过学生互评的

方式来评定实训成绩。

【设计意图】将实训故障案例引入，通过小组协作，启发学生在生活中也应具备共同奋

进和团队协作的精神。除此以外还应规范化地完成故障诊断，以此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安

全意识。最终的评价方式采用的是学生互评，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

4）练技能：在小组中随机抽选一名同学完成“驱动电机的故障诊断”，以此来复核实训

项目的完成情况。在实操的过程中，学生还需要对实训步骤进行阐述，教师辅助并进行一定

的拓展，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故障诊断流程。（实训抽查）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随机抽查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

学生在实操的过程中，需要详细地阐述实训步骤，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5）达标测：布置“智慧职教”在线作业，借助习题帮助学生消化吸收所学知识点，达

到复习巩固的目的。

【设计意图】通过做题、讨论、展示及点评，体现了发散式的辩证思维方法，并发挥了

学生地创新和逻辑思维能力。

6）课小结：列表归纳，利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自主归纳总结知识点，以此帮助学生

提高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设计意图】通过列表归纳，体现系统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方法。

7）课后拓：通过播放“动力电池过热故障诊断”视频，让学生初步了解动力电池的故

障特点及故障规律，为下节课程的学习夯实基础。

【设计意图】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并抛出问题，来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2.2.3 协同线上，立体覆盖(课后)

1）智慧职教线上评价，数据呈现:每节课后请学生根据“课程难易度”“知识掌握度”

等要素对本次课堂做出评价，进行线上打分。另外还可以借助数据平台的记录将学生的成长

轨迹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的呈现，以便教师即时调整教学内容。

2）线上答疑，增强互动:教师定期在线上发布课前预习任务以及相关学习资料并通过建

立微信群、智慧职教课堂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联系互动，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其学

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设计意图】线上教学贯穿教学始终，运用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学生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

性，更能提高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与反思

3.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1）主观能动性增强，故障排除效率提高，能力目标达成。经过项目学习，学生能够掌

握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分析高压系统可能的故障原因，并使用故障诊断工

具进行故障诊断排除，主观能动性显著增强，故障排除效率明显提高，能力目标达成。



2）职业素养提升，团队协作精神增强，素质目标达成。经过项目学习和教师言行示教，

学生能更加注重高压防护和充电安全，规范了检修操作和工单填写，实操检查也更加仔细。

同时通过小组协作完成故障原因分析，并制定诊断计划，帮助学生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

3）课堂参与度提高，测试成绩大幅提升，知识目标达成。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学生

参与课堂的积极性高；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学习兴趣明显增加；资源学习率、课堂互动参

与率以及作业完成率均超过 95%，能够完成预习任务及相关测试题，学习态度更加积极。通

过与往届学生的成绩进行横向对比，测试成绩大幅提升，通过课前课后成绩纵向对比，知识

目标达成。

3.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本节课主要通过讲授、视频以及案例引入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完成了驱动电机故

障诊断的学习。学生组内讨论，整理检测诊断方法，对检测与诊断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以此

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与此同时还通过举一反三、强化巩固等方式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课程思政的目的算是基本完成。但在案例实施的过程中，依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现将相关的困难及对策陈述如下：

1）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

目前，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大多以行业典型人物为背景，讲述其主要

成就和优良品德，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浮于表面，不能对讲述的专业知识进行深入挖掘，

使得整个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内容千篇一律，缺乏创新。学校应该组织教师不断深入学习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方法；举办专业的培训讲座，提高教师对思政元素的挖掘能力。

2）教师缺乏团队合作

在专业课简述过程中，每位教师主讲一门或者两门专业课程，其虽然能够有效把握该课

程的主要内容，但对于思政元素的凝练取决于个人经验，因此不能有效提升课程思政内容的

融入。对于专业教师应该以教研室为单位，对于讲述课程的思政内容进行广泛交流。同时加

强专业、学院和学校之间的交流学习，吸收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不断提高课程思政融入课

堂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