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专业 编订人 审定人（签名） 审定日期 

汽车工程系 丘德龙  2021年 10月 

 

 

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课程代码：210111086 

课程学分：5 

总学时：90     （理论学时：45    实践学时：45）  

适用专业：新能源汽车技术  

适用年级：二年级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一、 课程概述 

(一) 课程定位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汽车类基础课程，为适应高职教育改革，

贯彻国家教育部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求，以培养学生实践技能为重

点，以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力求完善高职教育人

才培养。汽车电工电子技术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非电类专业的基础课，

课程内容上包含了安全用电、直流电路、三相正弦交流电路、磁路与

变压器、发电机与电动机、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及其应用、

基本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路、数字电路基本知识、常用电工仪表使

用等，是一门专业实践性较强课程，教学中要求学生既要掌握基础理



论知识，又要掌握相关实验，从而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二) 设计思路 

（1）以工作岗位需求确定课程目标 

组建专业教师教学团队，引进企业兼职教师，共同组成汽车电工

电子技术课程精品课程建设团队，对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人才培

养目标进行分析，确定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在就业工作岗位人才需

求，优化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所组成的具体核心章节，同时结合汽

车行业对工作岗位任职的具体标准，确定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 

（2）依据汽车职业标准，确定课程教学任务 

依据汽车职业标准，通过对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章节知识难易

程度，确定课程教学聚合点，构建课程教学内容，进一步对各章节教

学内容选择、实验任务确定。 

（3）根据教学内容需求和学生学情的分析设计教学方法和手段 

根据教学内容需求，以及根据学生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强弱的现

状，针对现有学生学习情况及学生素质，进一步设计相应教学法，如：

案例教学法、实验法、项目教学法等，保障良好教学质量。 

（4）以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优秀的教学团队，保障课程实施 

组建优秀教学团队，编写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校本教材，撰写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改论文，开发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实验指导书

或实验报告书模板，为课程实施及后续课程教学提供有力保障。 

（5）以课程思政相结合，培养学生正确人生观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以立德树人，思想政治教



育为根本作为教学出发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相结

合的教育目标，在每节课或每个教学知识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倡导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目标，从而培养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二、 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汽车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和基本维修操作技术及安全用电常识相关内容，熟悉电子技

术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等几种常见的电子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

特性、参数与检测方法。了解整流电路、放大电路，数字电路的工作

原理以及电子技术在现代汽车上的应用。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相应的

汽车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基础，为培养优秀汽车维修人才打下

坚实理论及实践基础。 

(一) 能力目标 

1. 能熟悉掌握汽车电工电子技术相关理论知识，独立进行汽车电工

电子技术的相关实验操作、对汽车电路的检测与判断。 

2. 能看懂和分析相关汽车电路图和电子元件工作原理及应用。 

3. 能够熟练对汽车基础器件识别与检测。 

4. 能够熟练使用相关常用电工仪表检测。 

(二) 知识目标 

1. 掌握汽车电工电子技术的交、直流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分析。 

2. 掌握相关磁路与变压器及发电机与电动机在汽车上应用。 

3. 掌握常用电子元件基本知识，熟悉基本放大电路及直流稳压电路



分析。 

4. 掌握汽车常用仪表使用与维护。 

(三) 素质目标 

1. 通过对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备培养学生共享知识的能力，即团

队合作能力。 

2. 拓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3. 培养学生获取、领会和理解相关专业岗位工作能力。 

4. 培养学生热爱工作岗位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5.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物分析判断的能力。 

6. 培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 

(四) 证书目标 

1. 低压电工作业 

2. 汽车维修技术等级证书 

3. 1+X 汽车检测与维修 

三、 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时安排 

序号 
学习任务（单

元、模块） 

对接典型工作任务及职

业能力要求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学时 

1 安全用电 

1.安全用电知识 掌握安全用电常识基础知识 
5 

2.触电急救 掌握触电急救和外伤救护的知识 

3.常用的电工安全标示 掌握安全图标用途及使用场所 

5 
4.电气火灾的消防知识 

掌握灭火器使用场所及电气火灾灭

火正确操作 

2 直流电路 

1.电路和电路模型 了解实际电路的构成 
5 

2.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掌握电流、电压、电位、功率的概念 

3.电阻 
掌握电阻的串联和并联的应用与计

算 
5 

4.电容 掌握电容的计算 

5.电感 掌握的电感计算 



6.基尔霍夫定律 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应用 

3 
正弦三相交流电

路 

1.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

概念 
了解正弦交流电的概念 

5 

2.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 掌握相量的运算 

3.交流电路的基本元件 
掌握电阻、电容和电感在交流电路

中的特性 
5 

4.负载为单一元件的交

流电路 

掌握纯电阻电路中电流与电压的关

系 

5.三相交流电路 掌握三相交流电负载的连接方法 5 

4 磁路与变压器 

1.磁路的基本概念与基

本定律 
了解磁路的基本概念 

5 

2.交流铁芯线圈 
掌握磁感应强度、磁通、磁场强度、

磁导率概念 

3.变压器 掌握变压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5 

4.电磁铁 掌握电磁铁结构和类型 

5 发电机与电动机 

1.交流电动机 掌握交流发电机的基本构造 
5 

2.三相异步电动机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3.直流电动机 掌握直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5 4.汽车起动机用直流电

动机 
了解汽车电动机的类型 

6 

半导体器件、集

成电路运算放大

及其应用 

1.半导体的基础知识 掌握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构成 

5 2.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

用 
掌握二极管参数及正反向电阻检测 

3.半导体三极管及其应

用 
掌握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及参数 

5 

4.集成运算放大器 
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组成与图形

符号 

7 基本放大电路 

1.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

及各元件的作用 

掌握共射极单管放大电路的组成和

各元件的作用 

5 

2.基本放大电路的静态

分析 

掌握确定共射极单管放大电路静态

工作点的方法 

3.基本放大电路的动态

分析 

掌握确定共射极单管放大电路动态

工作点的方法 

4.汽车多级放大电路 了解放大电路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 

5.功率放大器 掌握电压放大倍数计算方法 

8 直流稳压电源 

1.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 掌握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的组成 

5 

2.整流电路 掌握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3.滤波电路 了解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 

4.串联型稳压电路 
了解串联型稳压电路的组成及各部

分的作用 

9 
数字电路基本知

识 

1.数制与编码 掌握二进制计数方法 
5 

2.逻辑代数 了解逻辑代数的常量和变量 



3.基本逻辑门电路 掌握三种基本逻辑关系运用 

4.汽车常用组合逻辑器

件 
了解编码器、译码器的编码原理 

10 
常用电工仪器仪

表 

1.万用表的使用 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5 

2.钳形电流表使用 掌握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方法 

3.兆欧表使用 掌握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5 
4.常用仪器仪表 

掌握验电器和汽车专用示波器的使

用方法 

四、 课程实施条件 

(一) 主讲教师基本信息 

1. 必须具备相关高校教学工作经历 2 年以上或企业一线实践指导教

学 3 年以上。 

2. 具备设计基于行动导向的教学法的设计应用能力 

3. 拥有汽车类、电气类考评员资格证或中、高级资格证 

4. 本科以上学历，具备相关专业教师资格。 

(二) 实践教学基本条件 

1. 采用多媒体教学等教学工具。 

2. 建有校内汽车电工电子实验室、低压电工实验室。 

3. 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 

4. 具备网络环境自主进行学习和模拟操作实践。  

5. 配备现代化的先进教学仪器设备。 

五、 教学实施 

(一) 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推荐教材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材参照国家“十三五”规划国规教材为

准，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或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时



间导向的课程设计思想，以完成任务的典型活动项目来驱动，实际案

例和课后拓展作业等多种手段，采用理实一体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专业知识技能。教材在选择上应突出实用性和前瞻性。具备

汽车类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及新时期汽车技术发展，应注重以学生为

本，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相关知识配套实验、

突出重点，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林俊标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 

2、主要参考资料 

（1）《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金惠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张玉萍主编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月第 2 版 

(二) 教学方法和手段 

1、教学方法 

（1）项目模块化教学方法 

学生能力培养需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从知识掌握到能力培

养的顺序渐进的过程。在教学中，先要注重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在课堂上将基本理论知识讲清讲透，实验教学紧跟理论教学，课程主

讲教师亲自指导学生实验，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能有机地整合在一

起，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2）一体化教学方法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理论知识点较多，涉及的知识面广，高职

院校学生，理实一体化实验教学非常重要。因此，教学中应采用项目

案例教学的方法，将实例运用在课堂教学之中，从而提高学生对问题

分析能力，理实一体化教学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理解稳固加深，使教学

效果较好。 

（3）利用互动式和开放式教学方法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有些概念较为

抽象且实践性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易理解、难于掌握相关知识

点。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教学上采用互动式和开放式教学方法可以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并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践行高

职教育 “做中学”的人才培养，促使学生对于知识点理解有所帮助，

提高教学质量。 

2、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建议采用常规教学法、实物教学法、项目案例

教学法、启发讨论式教学法等。注重理实一体的教学情境，例如：对

于汽车传统点火系统，可以分解为直流电路、电磁学、R-L-C串联电

路、串联震荡电路，后续补充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进行讲解、实验，

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应用于实际汽车电路。实验教学演

示，讲练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 教学评价与课程考核 

1、教学评价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因此，本课程考核



要以形成性考核为主，重在考查学生对理论、实验技术掌握能力情况。

主要是在原有平时成绩（考勤、课堂纪律、回答问题、完成作业）的

基础上，增加对学生完成实验项目的过程和结果的评价。期末设置期

末考试，对课程的重要知识和能力进行综合性的考核。重在考察运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比例如下： 

形成性考核占 30% 平时成绩考核占 30%  期末考试考核占 40% 

本课程按百分制考核，60 分合格。 

2、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办法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考核内容包括日常教学过程性和水平性

考核，其中过程性考核占 50%，创造能力水平性考核占 50%。过程考

核主要包括： 

（1） 课堂讨论发言情况占 5% 

（2） 课堂纪律、学习态度、出勤情况占 5%； 

（3） 实验成绩占 40%。 

（4） 课堂讨论发言情况（5%）：语言组织能力和回答对错。 

（5） 课堂纪律、学习态度、出勤情况（5%）：采取灵活考勤方式，通

过教师教学日记反馈。 

（6） 实验成绩（40%）：按照实验要求和步骤完成任务，合作创新意

识强等方面考核。 

实际考核过程中，任课教师可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进行分值

和内容的适当调整。 



六、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 教材编写与使用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多媒体课件、建设网络课程，方便学生课

余自学。 

2. 编写电工电子技术校本教材、制作教学课件、教案、视频、动画。 

(二) 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积极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

源，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拓宽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三) 企业岗位培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地，满足学生参观、实训和毕业实习的需要，

并在合作中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和教学内容的调整 

  



七、 课程执行计划表和进度表 

私立华联学院教学进度表 
     学年        第     学期 

课程名称：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学分：5  周学时：5 总学时：90 

主讲教师： 谢小宝 

周

次 
教  学  内  容 

教学 

方式 

教学 

媒体 

学

时 

课外作业及 

平时考核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一章  安全用电 

1. 安全用电知识 

2. 触电急救 

3. 常用的电工安全标识 

4. 电气火灾的消防知识 

第二章  直流电路 

1. 电路和电路模型 

2. 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3. 电阻 

4. 电容 

5. 电感 

6. 基尔霍夫定律 

第三章  正弦三相交流电路 

1. 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概念 

2. 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 

3. 交流电路的基本元件 

4. 负载为单一元件的交流电路 

5. 三相交流电路 

第四章  磁路与变压器 

1. 磁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2. 交流铁芯线圈 

3. 变压器 

4. 电磁铁 

第五章  发电机与电动机 

1. 交流电动机 

2. 三相异步电动机 

3. 直流电动机 

4. 汽车起动机用直流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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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题 

课后练习题 

课后练习题 

课后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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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半导体器件、集成运放

及其应用 

1. 半导体的基础知识 

2.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 

3. 半导体三极管及其应用 

4. 集成运算放大器 

第七章  基本放大电路 

1. 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及各元

件的作用 

2. 基本放大电路的静态分析 

3. 基本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4. 汽车多级放大电路 

5. 功率放大器 

第八章  直流稳压电源 

1. 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 

2. 整流电路 

3. 滤波电路 

4. 串联型稳压电路 

第九章  数字电路基本知识 

1. 数制与编码 

2. 逻辑代数 

3. 基本逻辑门电路 

4. 汽车常用组合逻辑器件 

第十章  常用电工仪器仪表 

1. 万用表的使用 

2. 钳形电流表使用 

3. 兆欧表使用 

4. 常用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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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教学方式：指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实验、实习、参观、课堂测验、考试等。 

②教学媒体：指投影、录像、幻灯、录音、计算机等教学工具。 

③本附表不够填写，请另续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