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专科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560707 

 一、专业名称 

新能源汽车技术 

 二、教育类型及学历层次 

     教育类型：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 

     学历层次：大专 

 三、招生对象及学制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学    制：学年学分制，基本学制 3 年 

四、职业岗位 

    （一）职业面向 

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新能源汽车销售及维修类企业，从事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制造、整车装配与检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充电站维护与管

理管理工作。 

（二）工作岗位 

  本专业学生主要就业岗位如图 1 所示： 



 

图 1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工作岗位分析 

（三）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解表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相关课程 考证考级要求 

新能源汽车整

车装配、调试 

新能源汽车装

配与调试 

正确装配汽车零部件并调试验

证 

新能源汽车电

机、发动机、底

盘、电器构造与

维修、电池、电

机技术。 

汽车维修工中级 

汽车营销师中级 

质检、工艺管

理 

汽车零件质量

检测 

   能够对汽车零部件的工作

性能的优劣做出正确的判断 

新能源汽车电

机、电池及其控

制技术等 

产品研发 计算机绘图 
具备汽车零件图和装配图的绘

制 

机械制图（含

CAD） 

新能源汽车售

后技术服务 

新能源汽车销

售、汽车维修

等 

汽车的诊断维修，销售等 

汽车检测与故

障诊断技术、汽

车市场营销实

务。 

车间管理 
汽车生产一线

管理 

能够合理的积极有效的管理汽

车的生产活动 

汽车生产现场

管理、企业管理 

五、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掌握新能源汽车技术应用必备的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创新和实践精神，学习交流及团队合作能力，能从事新能

源汽车的装配与调试、性能检测、维护和技术管理等工作的，适应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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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才规格 

  该专业核心能力为：新能源汽车的装配和调试及维修保养得技能以及制造和

维修过程中的安全防范知识。其知识、技能结构与态度要求如下： 

1、知识结构 

(1)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知识； 

(2)具备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和计算机绘图的基本知识； 

(3)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和技术基础的理论知识,主要包括力

学知识、机械制造基础知识、电工电子技术等专业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阅读本

专业英语技术资料能力； 

(4)熟练掌握本专业必需的汽车构造与原理、汽车电器与电子设备、汽车制

造、检测与诊断技术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知识等专业知识；熟悉新能源汽车制造

企业管理、制造及操作安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技能结构 

（1）能熟练进行新能源汽车零件的测量、测绘，掌握焊工、钳工的基本操作技

能及制造和维修过程中的安全保护技能； 

（2）能熟练对汽车整车、发动机、底盘进行解体、装配、调试能力； 

（3）能熟练对车身进行冲压、装焊、并具备相应工艺制定的能力； 

（4）能熟练地编制汽车零件制造工艺卡片，合理选用零件的加工方法； 

（5）能熟练对汽车整车、发动机、底盘、电器系统常见故障进行诊断及维

修； 

（6）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现场管理有一定的了解及具备一定的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能力。 

3、态度要求 

（1）爱岗敬业，勤奋工作的职业道德素质。 

（2）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3）重视人身安全和环境，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工程技术素质。 

六、毕业资格与要求 

（一）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专业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模块 素质拓展 职业资格等证书 合计 

38 54 42 10 4 148 

（二）计算机能力要求 



    本专业学生参加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一级考试，获得全国计算水平考试

一级证书，计 4 学分。 

（三）职业资格证书 

自愿考取汽车维修中级工或焊接中级工，计 4 学分。 

（四）外语能力要求 

本专业学生自愿参加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 B 级考试，获得英语应用

能力 B 级考试合格证书，计 4 学分。 

七、课程体系 

以基础理论知识为前提，以专业知识为核心，优化技术理论知识。基础理论以

必需、够用为度，技术理论知识应广而简，专业知识要专而精，针对性强，专业知

识面和视野要拓宽。重视知识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融合与转化，有效地更新知识，

达到传统知识与高新知识最佳过渡，同时还要注重打通知识与能力和技能培养之间

的“接口”，使学生能真正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本专业的基本课程体系和能力培养框架如图 2 所示： 

 

 

 

 

 

 

 

 

 

 

 

 

 

 

基础认知及基本技能训练 
钳工实训 

机械制图及 CAD 实训 汽车机械基础实训 汽车电工电子实训 

汽车认知实训 

局部总成拆装及故障诊断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汽车空调与检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实训 
汽车电气设备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系统 

及充电桩的维护 

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系统 

及电器系统的控制与检修 

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系统维护与保养 

新能源汽车电池及管理系统（BMS） 
整车综合故障诊断 

新能源汽车检测实训 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实训 



图 2  基本课程体系与能力培养框架  

八、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1、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72 学时）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学习发动机故障诊断技术的必备基础课程。需要掌握发动机的两

大机构、五大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常见的维护保养得方法及流程。 

课程内容 

 

项目 工作任务 

项目一  曲柄连杆机构 1、曲柄连杆机构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项目二  配气机构 1、配气机构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项目三  燃油供给系统 1、燃料供给系统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项目四  润滑系统 1、润滑系统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项目五  冷却系统 1、冷却系统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项目六  点火系统 1、点火系统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项目七  启动系统 1、启动系统的基本结构认知，拆装 

2、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教学建议 
加大发动机等总成零件的拆卸、装配及调试的训练力度，注重操作技能的

培养，加快教学与职业岗位的对接 

教学环境 发动机拆装实训室及汽车仿真实训车间，以总成实训为主，配以整车拆装 

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主要是出勤、上课动手操作、作业、实训报告）20% 

实践考试（主要为职业岗位要求的技能项目）40% 

理论考试 40% 

2、 新能源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课程（72 学时）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学习汽车底盘故障诊断技术的基础课程，要求我们的学生熟练掌

握汽车底盘四大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和装配要求及保养得方法、流程 



课程内容 

项目 工作任务 

项目一  传动系的构造与维修 1、传动系的组成、原理 

2、传动系的安装调试方法 

项目二 行驶系构造与维修 1、车轮定位的检测与调整 

2、行驶系统常见故障的排除 

项目三  转向系构造与维修 1、万向传动装置的装配 

项目四  制动系构造与维修 1、制动系的结构、原理 

2、制动器的装配调试 

教学建议 
加大底盘等总成零件的拆卸、装配及调试的训练力度，注重操作技能的培

养，加快教学与职业岗位的对接 

教学环境 
底盘工艺实训室和仿真车间：以各底盘部分总成实训为主（其中以变速器

为主），配以整车拆装 

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主要是出勤、上课动手操作、作业、实训报告）20% 

实践考试（主要为职业岗位要求的技能项目）40% 

理论考试 40% 

3、 新能源汽车电器检测与维修课程（72 学时） 

课程目标 

熟悉汽车主要电器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各系统的基本电

路。掌握主要电器设备和电路的拆装和检测方法，掌握各系统的故障特

征，并具有一定的检测和调校能力。 

课程内容 

项目 工作任务 

项目一  轿车全车线路的基 

        本检查 

1、识读汽车线路 

2、使用万用表及检测电子元器 

3、检查桑塔纳全车线路 

项目二  汽车电源系统故障 

        检修 

 

1、应用与检测蓄电池 

2、检测与诊断交流发电机及其 

   元器件 

3、解体与装配交流发电机 

4、诊断与维修电源系电路及故障 



项目三  起动机故障检修 1、解体与装配起动机 

2、检测与诊断启动机及其元器件 

3、诊断起动系电路及故障 

教学建议 
案例引导、任务驱动、理实一体、及时资讯与总结；激发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教学环境 
理实一体化教室（多媒体、多种整车及电器总成、布线台架、拆装工具

及零件检测设备） 

成绩评定 

学生平时成绩占本门课程考核的比例为 20%。 

理论考核采用笔试的形式占本门课程考核比例的 40%。 

实操考核采用项目考核累计方式，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

规定项目的规范操作。实操考核占本门课程考核的比例为 40%。 

4、 新能源汽车空调与检修课程（48 学时）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汽车检测与维修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知识，要求我们的学生掌握汽

车空调系统的工作原理，基本电路和常见故障及其维修流程。 

 

课程内容 

项目 工作任务 

项目一  汽车空调基本结构 汽车空调各主要结构； 

项目二   汽车空调系统的工作

原理，及其控制电路 

了解空调系统工作的控制、工作原理； 

项目三  手动空调制冷系统的

检查 

1、空调制冷系统压力测试； 

2、制冷系统压力分析； 

3、制冷系统检漏； 

4、制冷剂的回收与排放； 

5、制冷系统零部件的检测； 

6、制冷剂的充注 

项目四  手动空调控制系统及

通风系统检查 

1、电磁离合器控制电路的检查和分析 

2、冷却风扇控制电路的检查和分析 

3、鼓风机控制电路的检查和分析 

4、空调通风系统的检测 



项目五  自动空调系统自诊断

与传感器检测 

1、自动空调系统的自诊断 

2、自动空调控制系统传感器的检查及电

路分析 

项目六  自动空调执行元件检

查及更换 

元件的测试与更换 

项目七   常见空调的故障诊断 1、熟悉空调的工作原理 

2、深刻理解空调的控制电路 

教学建议 在教学过程前，利用实训车辆设置常见故障，利用任务驱动法进行教学。 

教学环境 理实一体化教室+实训车间 

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主要是出勤、上课动手操作、作业、实训报告）20% 

实践考试（主要为职业岗位要求的技能项目）40% 

理论考试 40% 

 5、 新能源汽车电池及管理系统（BMS）课程（72 学时）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新能源方向）专业必须具备的核心专业知

识，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新能源汽车用电池的工作原理及检测维修的流程，

尤其是操作过程中的安全保护等知识。 

课程内容 

项目 工作任务 

项目一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基

本知识 

了解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基本参数，及检测

维修时的安全技术要求 

项目二  铅酸动力电池及应用 了解铅酸动力电池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项目三 碱性动力电池及应用 了解碱性动力电池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项目四 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应用 了解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项目五  电动汽车的电源管理

系统 

掌握电动汽车的电源数据采集的原理及

工作特点 

教学建议 
教学中，利用实物解剖来进行讲解，同时可加强校企合作的力度，让学生

在企业岗位上加以锻炼。 

教学环境 新能源汽车实训车间及整车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室 

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主要是出勤、上课动手操作、作业、实训报告）20% 

实践考试（主要为职业岗位要求的技能项目）40% 



理论考试 40% 

6、 新能源汽车电机及管理系统课程（64 学时）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新能源方向）专业必须具备的核心专业知

识，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新能源汽车用电机的工作原理及检测维修的流程，

尤其是操作过程中的安全保护等知识。 

课程内容 

 

项目 工作任务 

项目一 车用电机基础 了解新能源汽车用电机的工作环境及特

点 

项目二 直流电机 了解车用直流电机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项目三 无刷直流电动机 了解车用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及

应用 

项目四 异步电动机 了解车用异步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项目五 永磁同步电动机 了解车用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及

应用 

项目六 开关磁阻电动机 了解车用开关磁阻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及

应用 

项目七 轮毂电机 了解车用轮毂电机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项目八 电动汽车的电机管理系

统 

掌握车用电机的管理和控制系统的工作

原理 

教学建议 
教学中，利用实物解剖来进行讲解，同时可加强校企合作的力度，让学生

在企业岗位上加以锻炼。 

教学环境 新能源汽车实训车间及整车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室 

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主要是出勤、上课动手操作、作业、实训报告）20% 

实践考试（主要为职业岗位要求的技能项目）40% 

理论考试 40% 

 

九、专业教师要求 

（一）专任教师要求 



1 汽车运用工程及相关专业、研究生以上学历、助理讲师以上职称、取得高

级汽车维修工或电工等级证书； 

2 有两年以上汽车制造企业或维修企业工作经验，掌握汽车的生产，销售，

维修流程。 

3．有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制造、维修工作经历或通过新能源汽车专业培训的

教师。 

（二）兼职教师要求 

1．热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2．专科以上学历、取得工程师或技师以上职称、在汽车制造或维修相关行

业从事一线技术工作十五年以上。 

3．有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制造、维修工作经历或通过新能源汽车专业培训的

教师。 

 

十、基本实训条件 

 （一）校内基地具备条件 

实训类别 实训项目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

套） 

发动机工艺实训室 
发动机拆装、检测及

维修 

发动机拆装台架 14台 

发动机拆装实验台架 6台 

底盘工艺实训室 
底盘拆装、检测及维

修 

底盘台架 6台 

实训整车 4辆 

手动变速器 8台 

自动变速器 8台 

汽车电气实训室 
汽车电气设备拆装、

检测与维修 

汽车灯光系统台架 2台 

汽车舒适系统台架 2台 

汽车空调系统台架 2台 

综合控制系统台架 4台 

实训整车 4辆 

汽车电控实训室 

汽车电控系统的检

测与维修、故障诊断

与排除 

电控发动机实验台架 6台 

实训整车 4辆 

汽车诊断仪 10套 

新能源汽车电控实

训车间 

新能源汽车电机及

其管理系统、电池及

其管理系统、新能源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 

新能源汽车电机及其

管理系统等台架 
3台 

新能源汽车示教板 2台 

油电混合轿车 1辆 

纯电动轿车 1辆 

汽车维修仿真实训 新能源汽车整车检 举升机 6台 



车间 测与维修、故障诊断

与排除 

汽车整车检测线 一条 

四轮定位系统 1套 

尾气排除系统 3套 

气电光鼓 10套 

 

（二）校外基地具备条件 

1. 有利于促进学校与基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2. 校外实训基地的领导应重视实训基地建设，完善管理环境，能帮助实训

学生所需的食宿，劳动保护和卫生条件。 

3. 能选派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指导教师（师傅）对学生进行指导，使

学生能有效的参加实践活动，顺利完成教学实训计划。 

4. 校外基地要求相对稳定，每学期或学年有固定专业的学生进行实训。 

校外实训基地统计表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主要实习任务 备注 

安庆永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恒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汉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环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宜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悦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南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 顶岗实习 

安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装配与检验 顶岗实习 

江淮汽车公司 汽车装配与检验 顶岗实习 

奇瑞汽车公司 汽车装配与检验 顶岗实习 

 

十一、教学建议 

1、基础课程教学建议 

从应职岗位需求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文化基础，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和适宜的教学内容。重点是教法改革和内容选择，并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再

学习的能力。利用第二课堂活动，以讲座、文艺汇演、音乐、美术欣赏及心理健



康咨询等提高学生素养；结合体育竞赛活动增强学生体质；开展英语知识等级考

核、演出与口才训练、书法、绘画、微机应用、创业策划等培训班培养学生的特

长，提高学生展示自我的能力，增加就业机会。 

2、专业课程教学建议 

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以适用、实用为原则，优化知识技能结构，形成

与应职岗位相一致的教学内容。从应职岗位需要出发，将各课程的知识与技能有

机地结合起来，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精讲多练，突出能力教育。各课程要根据

本专业在社会生产中的发展规律和生产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作好安排和必要调

整。要积极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种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和影视﹑电脑课件等现

代教学手段，并注重教学信息资料单﹑作业单﹑技能单﹑图表图像等教学资料的

建设，提高教学效果。引导学生选择好规定学分的选修课，并精心组织教学，以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充分利用实验室和校内外实训基地，按照应职岗位需要进行专项技能培训。

让学生在实践中多做﹑反复做，使其把核心课程的知识与专业技能联系起来，进

一步强化综合技能，教学实训重点是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同时要重

视学生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的教育和培养。 

十二、教学进程安排 

（一）通识课程教学进程表 

类

型 

序

号 
课程名称 

计划 

课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开设

学期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必

修

课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2 28 14 1 3  

2 军事训练及理论教程 72 12 60 1 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72 42 30 2 4 

 

4 形势与政策 18 18  1-2 1  

5 公益劳动 30  30 1或 2 1  

6 体育 28+36 8 56 1-2 4 含体能测试 

7 就业指导 36 26 10 2或 3 2  

8 心理健康教育 36 24 12 2 2  

9 计算机应用基础 64 24 40 1或 2 4  

小计 434 182 252 -- 23  

 

 

选

开

课 

10 高职数学基础 42 42  1 2  

11 形象塑造与自我展示 36 18 18 3 2  

12 高职语文 28 28  1或 2 2  

小计（不超过） 
106   -- 6 

 



 

 

 

选

修

课 

13 实用英语（1）、（2） 28+36 28+36  1-2 4 

学生自主选修 

（其中，创新创

业类网络课程

不少于 3学分） 

 

14 职场综合英语（1）、（2） 28+36 28+36  1-2 4 

15 市场营销 54 36 18 3 3 

16 企业管理 36 30 6 3 2 

17 普通话水平培训 18  18 1或 2 1 

18 黄梅戏欣赏与演唱 36 4 32 1或 2 2 

19 书法培训 18  18 1或 2 1 

20 创新创业类课程 54   1~3 3 

21 网络课程（含科学•人文•艺术

教育讲座）（见网络课程平台） 
54   1~3 3 

22 汽车文化 36   3 2 

小计（不低于） 144    8 
 

 

（二）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表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计划

课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开设 

学期 
学分 

周

学

时 

考

试 

考

查 
备注 

专 

业 

技 

术 

模 

块 

 

1 汽车机械识图 70 46  24 1 4 5 √     

2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70 46 24 1 4 5 √     

3 汽车机械基础 48 30 18 2 3 3 √     

4 计算机制图 32 6 26 2 2 2   √  

5 新能源汽车技术概论 54 32 22 2 3 3  √  

6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

修 
72 36 36 3 4 4 

√

  
   

 

7 
新能源汽车电池及管

理系统（BMS） 
72 36 36 3 4 4 √    

8 汽车电器检测与维修 72 36 36 3 4 4 √    

9 新能源汽车电器及充

电系统检修 
48 24 24 3 3 3  

 

√  

10 
新能源汽车底盘构造

与检修 
72 36 36 3 4 4 √   

11 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

系统及电器系统的控

制与检修 

64 40 24 4 3 4 
√

  
   

12 新能源汽车电机及管

理系统 
64 40 24 4 4 4 

 

√ 
   

13 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 48 24 24 4 3 3  √   

14 新能源汽车空调与检 48 32 16 4 3 3 √   



修 

15 新能源汽车辅助系统

的维护与检修 
48 

32 16 4 3 
3 

 √   

16 新能源汽车局域网技

术 
48 24 24 4 3 3  √    

小计：930 930 520 410  54  — —  

 

职

业

技

能

模

块 

1 
钳工基础实训 

30  30 1 2   
 

√ 

课余时间进

行 

2 
汽车认知实训 

30  30 2 2   
 

√ 

课余时间进

行 

3 

新能源汽车的维护与

保养 60  60 4  4   

 

 

√ 

集中 2周实

训 

4 职业技能鉴定培训 18 6 12  4  1    
课余时间进

行 

5 
汽车技能大赛项目培

训（院级） 
18 6 

12 3  1 
   

课余时间进

行 

6 
毕业设计答辩 

30  30 5-6 
  2 

   
课余时间进

行 

7 顶岗实习 540  540 5-6 30     

小计；726 726 12 714 —— 42 
 —

— 

—

— 
 

 

（三）素质拓展模块教学进程表 

学生素质拓展学分为必修学分，不得少于 10 学分，具体要求见《安庆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素质拓展学分制实施办法（试行）》；相应课时全部按实践课时计。 

（四）周课时统计表 

学期 总课时数 平均周课时数 学分 

一 501 27.8 28 

二 477 26.5 27 

三 444 26 26 

四 380 21.1 22 

五 270 15 15 

六 270 15 15 

合计 2342 ____ 133 

军训、劳动周等课时纳入相应学期的总课时中计算。 

 



（五）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时数 比例（%） 实践学时 学分 

通识课程 686 27 338 37 

专业技术课程 930 38 398 54 

职业技能课程 726 28 714 42 

素质拓展课程 180 7  10 

合计 2522  145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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