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

【项目一 整体教学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课程

专业大类： 装备制造大类

授课对象： 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一年级学生

课程学时：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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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01 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操作

1.教学分析

1.1 授课信息

授课课程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

应急处理
授课课时 4 课时（180 分钟）

授课内容
项目一任务一 新能源汽车

的驾驶操作
授课对象 2022 级新能源二班

授课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授课地点 新能源汽车整车综合实训室

选用教材

选用教材：“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防护》
辅助电子版教材：职业教育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岗课赛证”融通教材《新能源

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

1.2 本次课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取：依据课程标准和岗位需求，遵循适度、够用的原则，科学精选本次任

务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安排：本次任务以完成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操作为主线，以问题引导的方式按

照工作流程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操作。

图 1 本次课教学内容

1.3 本次课学情分析

通过学生前期课程内容的学习情况，结合教学实际、学生认知规律等对本次课的学情分

析如下。

1.知识基础

（1）本课程是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专业课程，学生新能源汽车知识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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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课前测试情况，学生容易忽略新能源汽车驾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图 2 课前测试正确率

2.技能基础

（1）通过问卷调研，班级仅有 3 人通过了驾驶证考试，其他同学无汽车驾驶经验；

（2）通过驾驶证考试的 3 名同学仅有传统汽车的驾驶经验，未操作过新能源汽车。

3.认知和实践基础

（1）学生的课前预学积极性较高，但对知识的拓展和迁移能力欠缺；

（2）学生具备爱国情怀，但爱国主义情怀与个人专业发展尚未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应

结合专业技术发展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4.学习特点

（1）学生非常期待驾驶新能源汽车，从往届学生的学习效果来看，由于大部分学生未考

取驾照，因此不能实际驾驶，学生学习满意度不足；

（2）学生前期课程均为理论课程，实践学习中安全操作意识不足。

1.4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具备绿色出行的环保意

识；

2.具备技术报国的家国情

怀；

3.具备细心、耐心的职业素

养；

4.具备安全操作意识。

1.描述新能源汽车的概念与分

类；

2.总结车辆出行前的基本检查

项目；

3.说出新能源汽车仪表指示灯

的含义；

4.总结新能源汽车驾驶的注意

事项。

1.能借助驾驶软件规范完成新

能源汽车的模拟驾驶；

2.能在原地规范完成车辆上

电、挂挡、下电等操作；

3.能在教师的带领下感受实车

驾驶并规范记录工作页。

1.5 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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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重点

重点内容 能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操作

确定依据
根据企业调研，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技

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教学

难点

难点内容 总结新能源汽车驾驶的注意事项

确定依据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新能源汽车驾驶操作注意事项的掌握欠缺

2.教学策略
2.1 教学方法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规范驾驶新能源汽车的能力欠缺，将综合采用任务驱动法、小组探

究法、归纳法等教学方法。

2.2 教学组织

图 3 教学组织流程图

2.3 教学手段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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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学资源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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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教学实施过程

3.1 课前探学（Preparation 准备）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准备

（Preparati

on）-学

【课前分类任务】

1.基础任务

课前微课视频：“认识新能源汽

车”、“新能源汽车的驾驶”；

课前测试：“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操

作”课前测试。

2.拓展任务

自主查阅资料，了解“山东省新

能源汽车下乡”政策；

登录汽车之家，选择一款自主品

牌新能源汽车，查看试驾评测。

1.发布课前分类任务 通过学习

平台发布课前学习基础任务和

拓展任务；

2.分析课前测试数据 查看学生

课前测试结果，预判教学难点，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1.完成课前学习基础任务

登陆学习平台观看视频，完

成课前测试；

2.完成课前学习拓展任务

按照要求自主查阅资料，完

成课前拓展任务。

1.发布分类学习任务，尊

重学生个性学习，激发学

生学习动力，培养自主学

习意识；

2.安排学生了解新能源汽

车下乡，素质目标 1；

3.安排学生观看试驾评

测，达成素质目标 2；

4.资源手段：微课视频、

汽车之家、智慧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

1.通过了解“山东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初步培养学生绿色出行的环保意识；

2.通过观看“新能源汽车试驾评测”帮助学生树立专业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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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中做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呈现

（Presentati

on）-入情境
(5min)

【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连续五年

居世界首位，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巨

大贡献。规范、安全驾驶新能源汽

车是必备的专业技能与素养。

【产业新政策】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跨入新时

代，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 达 到 峰 值 ， 努 力 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1.任务引入 通过产业发展现状，

引入学习任务；

2.预学反馈 反馈课前学习的任

务完成情况，阐明教学重点，分

析学习难点；

3.引导分享 选取学生分享自主

品牌新能源汽车试驾测评观后

感。

4.介绍新能源汽车新政策。

1.了解产业发展现状；

2.明确学习重难点 根据教

师公布的课前学习反馈数

据，了解学习重点，明确个

人学习难点；

3.听取或分享拓展任务；

4.了解产业新政策。

1.岗课融通 引入产业发

展现状，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2.分享拓展任务，提升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

技术兴国斗志，达成素质

目标 2；

3.介绍产业新政策，达成

素质目标 1；

4.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产业政策。

课程思政融入：

1.引导学生分享课前拓展任务完成情况，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学生技术兴国斗志；

2.讲解新能源汽车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培养学生低碳绿色意识。

呈现

（Presentati

【新能源汽车的概念与分类】

(15min)

1.知识讲解 新能源汽车概念；

2.头脑风暴 引导学生在智慧课

1.听取记录 记录新能源汽

车概念；

1.开展头脑风暴、归纳总

结，达成知识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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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探原理

（35min）

1.新能源汽车的概念

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

源，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

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具有新技术、

新结构、技术原理先进的汽车。

2.新能源汽车的类型

电动汽车、气体燃料汽车、生物燃

料汽车、氢燃料汽车等。

堂中写出了解的新能源汽车类

型；

3.归纳总结 总结新能源汽车的

类型；

4.拓展分析 引导学生讨论专注

于新能源汽车生产、研发的新兴

车企。

2.头脑风暴 小组讨论，写出

了解到的新能源汽车类型；

3.听取记录 记录新能源汽

车类型；

4.拓展分析 了解自主品牌

的新兴车企。

2.介绍新型车企中的民族

品牌，达成素质目标 2；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头脑风暴。

课程思政融入：

介绍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新兴车企自主品牌——小鹏、威马、车和家、蔚来汽车等，使学生了解民族技术的快速发展，将

爱国情怀根植于心。

呈现

（Presentati

on）-究方法

(40min)

【新能源汽车的驾驶】(17min)

1.驾驶步骤

行车前检查-起动车辆-仪表检查-

选择挡位-车辆行驶-车辆停止。

2.行车前检查内容

绕车一周检查、进入车辆检查。

3.新能源汽车点火开关

OFF ACC ON START。

4.新能源汽车车辆仪表

车辆的实时情况，例如车速、电量、

里程等。

1.引导学生制定驾驶步骤 引导

学生根据微课视频制定驾驶步

骤；

2.引导学生总结行车前检查内

容；

3.知识讲解 对比传统汽车，讲解

新能源汽车点火开关含义；

4.头脑风暴 对比传统汽车，引导

学生分析新能源汽车仪表指示

灯含义，随机选取学生说出指示

灯含义；

5.发布课中随堂测试。

1.制定驾驶步骤 小组合作

根据微课视频制定驾驶步

骤；

2.总结检查内容 小组合作

总结行车前检查内容；

3.听取记录 记录新能源汽

车点火开关含义；

4.头脑风暴 小组合作，完成

新能源汽车指示灯含义连

线；

5.完成课中随堂测试。

1.引导学生小组合作总结

行车前检查内容，达成知

识目标 2；

2.通过头脑风暴引导学生

分析指示灯含义，随机选

取学生说出含义，达成知

识目标 3；

3.发布课中随堂测试，检

验学生学习效果；

4.资源手段：微课视频、

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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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注意事项】(8min) 1.引导学生总结注意事项；

2.引导小组汇报 引导学生按小

组汇报驾驶注意事项，其他小组

纠正或补充；

3.总结评价 分析错误驾驶习惯，

总结驾驶的注意事项。

1.小组合作总结注意事项；

2.小组汇报 分享小组内总

结的注意事项；

3.听取教师总结 记录新能

源汽车驾驶中的注意事项。

1.通过小组汇报、补充、

教师总结突破教学难点，

达成知识目标 4；

2.通过分析错误驾驶习惯

引导学生细心、耐心，养

成安全驾驶的习惯，达成

素质目标 3、4；

3.资源手段：PPT。

课程思政融入：

反面分析错误驾驶习惯，引导学生在驾驶过程中细心、耐心，具备安全操作意识。

实练

(Practice）-

练技能

(90min)

【完成新能源汽车驾驶任务】

1.模拟驾驶

使用驾驶模拟软件完成驾驶任务；

2.实车驾驶

借助实训室新能源车辆，在教师带

领下完成驾驶任务。

1.发布驾驶任务 引导小组内 A

组同学通过驾驶模拟软件完成

驾驶，引导小组内 B 组同学借助

实训车辆完成驾驶任务；任务完

成后 A、B 组轮转。

1.完成新能源汽车驾驶任务

根据分工，A 组同学借助软

件进行模拟驾驶，B 组同学

跟随老师借助实训车辆感受

驾驶，完成作业工单；

2.组内 AB 组轮转操作。

1.小组合作借助驾驶模拟

软件、实训车辆规范完成

驾驶任务，强化教学重

点，达成能力目标 1、2、

3；

2.资源手段：模拟驾驶软

件、实训车辆、作业工单。

产出

（Producti

on）-作总结

(10min)

【总结评价】

总结分析本次课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

1.回顾学习内容 分析操作中的

问题，强调操作规范，表扬突出；

2.提出问题 引导已经考取驾驶

证的学生分享新能源汽车与传

统汽车的驾驶区别；

3.引导学生整理工位 引导学生

1.回顾学习内容 根据教师

点评，明确操作中的问题；

2.思考问题 听取学生代表

分享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

的驾驶区别，积极进行补充；

3.整理恢复工位。

1.回顾学习内容，总结分

析，强化学生的规范操作

意识；

2.学生按照 7S 规范整理

场地，达成素质目标 4；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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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7S 管理细则整理场地。

课程思政融入：

引导学生按照 7S 管理细则整理场地，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3.3 课后拓学（Progress 提升）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提升

（Progress）
-拓

【课后基础任务】

1.课后测试

新能源汽车驾驶操作知识测试。

2.在线开放课程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

处理“在线开放课程学习。

【课后拓展任务】

观看首部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部纪

录片《大国汽车工匠》第一集《逐

日人》。

1.发布课后基础任务；

2.分析学习数据、收集评教反馈

为学习达标率较低学生针对性

推送资源；

3.发布课后拓展任务 拓宽专业

视野。

1.完成课后基础任务

2.完成评教 通过学习平台

完成评教问卷；

3.基础强化 达标率较低学

生继续学习教师推送的资

源，强化基础；

4.拓宽专业素质 观看新能

源汽车纪录片。

1.根据学生学习数据、评

教反馈，针对性指导；

2.引导学生观看纪录片，

达成素质目标 2。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思政融入：

通过引导学生观看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部纪录片《大国汽车工匠》第一集《逐日人》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以及

技术报国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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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评价

本学习任务的评价由学习平台成绩和实操成绩两部分组成。

1.学习平台成绩

学习平台进行全过程的教与学数据采集，由教师、学生个人、小组共同参与，评价指标包

括学生的出勤、资源学习情况、课堂表现、线上测试、作业任务完成情况，最终评价成绩由教师

针对量化指标设置加权比例，通过学习平台自动生成。

2.实操成绩

①实操成绩包括现场实操成绩（60%）和任务工单成绩（40%）两部分。

②实操成绩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评价，在实操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在教学结束后负责对学

生任务工单进行评价，学生依据评分标准对现场操作进行自评、互评。

图 5 新能源汽车的驾驶操作教学评价

5.教学反思与诊改

5.1 授课实效

1.激发学生内生驱动力，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

课堂活动丰富有趣，头脑风暴激发学生发散思维，提高问题分析能力；根据学习平台数

据以及学生评教反馈，达到了“人人爱学、人人想学“的效果，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

2.校企双驱，有效达成三维学习目标

本次课参照企业导师录制的操作视频，小组合作制定驾驶流程，互查互纠，总结驾驶注

意事项突破难点；借助驾驶模拟软件、实训车辆，小组内 AB 组轮转完成驾驶任务强化重点。

学生课后测试平均成绩对比课前大幅度提升，达成知识目标；工位考核通过率达 100%，达

成能力目标；学生能够主动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新技术、操作过程中细心耐心、课后积极观

看纪录片，达成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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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课后测试成绩分布

5.2 特色创新

1.浸润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的环保精神

课前，引导学生查阅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观看新能源汽车试驾评测视频；课中介绍专

注于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新兴车企自主品牌；课后引导学生观看中国新能源汽车首部纪录片。

激励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的环保精神。

2.规范操作，强化学生“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

通过规范学习环境、学习习惯等方式，将职业规范有效融入整个教学过程中，以润物细

无声的形式，强化学生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落实德技并修，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

5.3 反思诊改

不足 诊改措施

虽然有模拟驾驶软件，但未考取驾照的同学在

实车驾驶过程中只能在教师的带领下感受驾

驶。

借助学院汽车驾驶中心，为有驾驶需要的学

生提供驾驶体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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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02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操作

1.教学分析

1.1 授课信息

授课课程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

急处理
授课课时 4 课时（180 分钟）

授课内容
任务二 新能源汽车

的充电操作
授课对象 2022 级新能源二班

授课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授课地点 新能源汽车整车综合实训室

选用教材

选用教材：“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防护》
辅助电子版教材：职业教育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岗课赛证”融通教材《新能源

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

1.2 本次课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取：依据课程标准和岗位需求，遵循适度、够用的原则，科学精选本次任

务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安排：本次任务以完成新能源汽车完成交流充电为主线，引入充电站实际工

作环境和真实工作任务，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操作。

图 1 本次课教学内容

1.3 本次课学情分析

通过学生前期课程内容的学习情况，结合教学实际、学生认知规律等对本次课的学情分

析如下。

1.知识基础

（1）在前期课程学习中，学生对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接触较少，知识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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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课前测试情况，学生容易忽略交流充电操作流程中的注意事项。

图 2 课前测试正确率

2.技能基础

（1）通过前导课程学习，学生已经能够完成高压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防护；

（2）在前导课程学习中，学生未操作过相关交流充电设备。

3.认知和实践基础

（1）学生的课前预学积极性高，但对知识的拓展和迁移能力欠缺；

（2）学生具备爱国情怀，但爱国主义情怀与个人专业发展尚未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应

结合专业技术发展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4.学习特点

（1）学生喜欢动手操作，但本任务理论性相对较强，学生对理论知识学习主动性不高；

（2）学生喜欢学习微课等数字资源，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国家标准，主动检索意识不强。

1.4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具备爱岗敬业的劳动态

度；

2.树立技术兴国的斗志；

3.具备绿色环保意识；

4.具备知识迁移能力。

1.描述新能源汽车充电方式及特点；

2.说出交流充电系统组成部件及功

用；

3.总结充电设备的类型及特点；

4.总结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流程及充

电注意事项。

1.能够规范使用便携式充

电器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2.能够规范使用交流充电

桩为新能源汽车充电，并

记录充电数据。

1.5 教学重难点

教学 重点内容 规范使用不同类型交流充电设备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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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确定依据

根据企业调研，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技

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教学

难点

难点内容 不同类型交流充电设备充电的操作注意事项

确定依据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对交流充电操作注意事项掌握欠缺。

2.教学策略
2.1 教学方法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规范使用充电设备进行充电的能力欠缺，将综合采用任务驱动法、

小组探究法、归纳法等教学方法。

2.2 教学组织

图 3 教学组织流程图

2.3 教学手段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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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学资源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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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教学实施过程

3.1 课前探学（Preparation 准备）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准备

（Preparati

on）-学

【课前分类任务】

1.基础任务

微课视频：“接受派工，为客户

车辆充电”、“新能源汽车充电方

式”；

课前测试：新能源汽车充电知识

测试。

2.拓展任务

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具有

充电系统的新能源汽车类型。

值日生根据工作任务要求擦拭车

辆充电设备。

1.发布课前分类任务 通过学习

平台发布课前学习基础任务和

拓展任务；

2.分析课前测试数据 查看学生

课前测试结果，预判教学难点，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1.完成课前学习基础任务

登陆学习平台观看视频，完

成课前测试；

2.完成课前学习拓展任务

通过团队协作，查阅国标，

完成拓展任务；根据值日安

排，完成生产劳动。

1.课前发布分类学习任

务，尊重学生个性学习，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

自主学习意识；

2.课前安排学生完成生产

劳动，达成素质目标 1；

3.资源手段：微课视频、

智慧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

安排学生擦拭车辆充电设备，树立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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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中做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呈现

（Presentati

on）-入情境

(10min)

【真实案例】

顾客购买吉利 EV450 新能源汽车，

但不了解如何为车辆充电。维修人

员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示范操作，

介绍如何通过“快充”和“慢充”

两种方式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产业新政策】

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 达 到 峰 值 ， 努 力 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1.任务引入 通过真实充电案例，

引入学习任务；

2.预学反馈 反馈课前学习的任

务完成情况，阐明教学重点，分

析学习难点；

3.引导分享 引导学生分享课前

拓展任务完成情况；总结国内市

场充电新能源汽车类型；

4.介绍新能源汽车新政策。

1.了解真实工作案例；

2.明确学习重难点 根据教

师公布的课前学习反馈数

据，了解学习重点，明确个

人学习难点；

3.听取或分享拓展任务；

4.了解产业新政策 了解国

内充电产业新政策，树立技

术兴国的斗志。

1.岗课融通 引入企业真

实工作案例，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2.分享拓展任务，提升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3.介绍我国新能源汽车充

电产业新政策，达成素质

目标 2、3；

4.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真实案例。

课程思政融入：

通过讲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培养学生低碳绿色意识，激发技术兴国斗志。

呈现

（Presentati

on）-探原理

（40min）

【新能源汽车充电方式及特点】

(13min)

1.新能源汽车充电方式及特点

常规充电、快速充电、更换动力

1.创设充电情境 以纯电动汽车

充电需求为例，创设客户不同的

充电情境需要引导学生分析充

电方式及特点；

1.积极思考 根据不同情境

回顾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充电

方式；

2.头脑风暴 小组合作指定

1.岗课融通 创设真实充

电需求情境，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2.开展头脑风暴，达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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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充电、无线充电四种方式；

四种充电方式的充电特点。

2.课中视频

我国自主研发的吉利科技智能换电

站。

3.不同类型新能源汽车采用的充电

方式

2.头脑风暴 引导小组在白板上

写出对应充电方式的充电特点；

3.播放视频 播放自主研发的吉

利科技智能换电站视频；

4.拓展分析 引导学生分析不同

类型新能源汽车采用的充电方

式有何不同。

一位同学做记录，每位同学

畅所欲言；

3.观看视频 了解民族品牌

技术，厚植爱国情怀；

4.知识迁移 小组讨论不同

类型的新能源汽车都能采用

哪些充电方式。

识目标 1；

3.介绍民族品牌技术，达

成素质目标 2；

4.通过拓展分析提升学生

的试试迁移能力；

5.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情境动画、课中视频。

课程思政融入：

通过播放自主研发的吉利科技智能换电站视频，使学生了解民族技术的快速发展，将爱国情怀根植于心。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组成】

(16min)

充电系统主要由供电设备、充电连

接装置、车载充电机、高压控制盒、

动力蓄电池组成。

1.知识讲授 交流充电系统各部

分名称及作用；

2.发起课中游戏 组织学生完成

交互游戏。

1.知识学习 学习交流充电

系统各部件名称及作用；

2.完成课中游戏 用磁力片

在白板上完成连连看小游

戏，形成完整的交流充电架

构图。

1.发起课中游戏，激发学

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兴

趣，达成知识目标 2；

2.用磁力片代替各部件，

使学生对交流充电系统

各部件有更加直观的认

识；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小游戏。

【交流充电设备的类型及特点】

（8min）

1.交流充电设备类型

便携式充电设备

交流充电桩

1.问题引导 新能源汽车常用交

流充电设备有哪些；

2.知识总结 交流充电设备类型；

3.播放新闻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

大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

1.积极讨论 讨论新能源汽

车常见的交流充电设备；

2.查阅资料 了解两种类型

交流充电设备的工作特点；

3.观看新闻 了解我国充电

1.引导学生完善思维导

图，达成知识目标 3；

2.组织学生检索行业标

准，提升知识检索能力；

3.通过播放新闻视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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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类充电设备的特点 4.引导完善思维导图框架 教师

引领，师生互动，完成思维导图。

网络发展现状；

4.完善思维导图 小组合作

完成思维导图，掌握两类交

流充电设备的特点。

植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的

环保意识，达成素质目标

1、2；

4.资源手段：国家标准、

新闻视频、思维导图。

课程思政融入：

通过播放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新闻视频，激发学生技术报国的斗志，培养学生低碳绿色的环保意识。

呈现

（Presentati

on）-究方法

(30min)

【新能源汽车充电步骤】(13min)

1.随车充电设备充电步骤

便 携 式 充 电 器 只 需 要 连 接 家 用

220V 16A 插座就可以实现简约、

便捷充电。

2.交流充电桩充电步骤

1.引导学生制定充电步骤 引导

学生根据企业导师录制的使用

随车充电设备、交流充电桩充电

视频制定交流充电步骤；

2.引导组间“互查互学” 引导学

生依据岗位操作标准开展“互查

互学”活动；

3.总结评价 对集中问题做统一

指导。

1.制定充电步骤 小组合作

根据操作视频制定充电步

骤；

2.组间互查互学 根据岗位

工作标准互评，及时修改充

电流程作业表；

3.听取教师总结。

1.岗课融通：组织学生制

定交流充电步骤，根据岗

位标准互查互学，达成知

识目标 4；

2.资源手段：微课视频、

智慧课堂。

【交流充电注意事项】(10min)

选取学生使用不同的交流充电设备

为车辆进行充电示范，其他同学通

过视频同传观摩。

1.选取学生示范操作 选取学生

按照流程使用随车充电设备充

电并引导学生总结存在的问题；

2.选取学生示范操作 选取学生

按照流程使用交流充电桩充电

并引导学生总结存在的问题；

3.总结评价 总结充电过程中的

1.积极参与示范操作；

2.观看示范操作 对操作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纠

正或补充；

3.听取教师总结 记录交流

充电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4.知识迁移 分析国内外交

1.选取学生按照制定的流

程示范操作，引导学生纠

错，突破教学难点，达成

知识目标 4；

2.通过播放视频，使学生

了解国家新能源汽车的

快速发展，达成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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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4.拓展分析 播放国内新能源汽

车出口视频，引导学生分析国内

外交流充电口的区别。

流充电口的区别，了解中国

chaoji 充电标准。

2；

3.资源手段：视频同传、

课中视频、国家标准。

课程思政融入：

1.通过播放后疫情时代中国新能源汽车依然大量出口的视频，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2.通过介绍使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口实现统一的中国 chaoji 充电标准，树立学生标准意识，激发学生技术报国斗志。

实练

(Practice）-

练技能
(90min)

【分工合作完成充电任务】

使用便携式充电器完成充电任

务；

使用交流充电桩，完成充电任务。

1.发布实操任务 引导学生小组

合作规范完成充电操作；

2.巡回指导 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纠正或补充；

3.发布挑战技能 为率先、规范完

成的小组讲解交流充电桩的费

率、时段设置方法。

1.完成新能源汽车充电任务

根据分工，完成“新能源汽

车交流充电”作业，依据竞

赛评分标准进行自评、互评；

2.组内 AB 组轮转操作；

3.小组依据完成情况选择性

完成挑战技能。

1.课赛融通：小组合作规

范完成充电任务，依据竞

赛评分标准进行评价，强

化教学重点，达成能力目

标 2、能力目标 3；

2.通过挑战技能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因材施教；

3.资源手段：多媒体资源、

竞赛评分标准。

产出

（Producti

on）-作总结
(10min)

【总结评价】

总结分析本次课中存在的问题。

1.回顾学习内容 分析操作中的

问题，强调操作规范，表扬突出。

2.引导学生整理工位 引导学生

按照 7S 管理细则整理场地；

3.发布课后拓展任务。

1.回顾学习内容 根据教师

点评，明确操作中的问题；

2.整理恢复工位；

3.明确课后拓展任务。

1.回顾学习内容，总结分

析，强化学生的规范操作

意识；

2.学生按照 7S 规范整理

场地，达成素质目标 1；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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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按照 7S 管理细则整理场地，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3.3 课后拓学（Progress 提升）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提升

（Progress）
-拓

【课后基础任务】

1.课后测试

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知识测试。

2.在线开放课程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

处理”在线开放课程学习。

【课后拓展任务】

到周边充电站调研，了解充电收费

标准。

1.发布课后基础任务；

2.分析学习数据、收集评教反馈

为学习达标率较低学生针对性

推送资源，安排优秀学生参与课

后拓展任务；

3.发布课后拓展任务 拓宽专业

视野，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

力。

1.完成课后基础任务

2.完成评教 通过学习平台

完成评教问卷；

3.基础强化 达标率较低学

生继续学习教师推送的资

源，强化基础；

4.提升综合素质 已达标学

生主动报名参与课后拓展拓

学，提升调研水平。

1.根据学生学习数据、评

教反馈，开展分类教学，

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

求；

3.开展课后调研，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达成素质目

标 3；

4.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思政融入：

发布课后充电站调研任务，拓宽学生专业视野，主动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充电相关政策，培养学生绿色低碳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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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评价

本学习任务的评价由学习平台成绩和实操成绩两部分组成。

1.学习平台成绩

学习平台进行全过程的教与学数据采集，由教师、学生个人、小组共同参与，评价指标包

括学生的出勤、资源学习情况、课堂表现、线上测试、作业任务完成情况，最终评价成绩由教师

针对量化指标设置加权比例，通过学习平台自动生成。

2.实操成绩

①实操成绩包括现场实操成绩（60%）和任务工单成绩（40%）两部分。

②实操成绩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评价，在实操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在教学结束后负责对学

生任务工单进行评价，学生依据评分标准对现场操作进行自评、互评。

图 5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操作”教学评价

5.教学反思与诊改

5.1 授课实效

1.激发学生内生驱动力，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

课堂活动丰富有趣，头脑风暴激发学生发散思维，提高问题分析能力；交互游戏提高学

生参与度；学生互查互学、示范操作使得学生乐于参与；根据学习平台数据以及学生评教反

馈，达到了“人人爱学、人人想学“的效果，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

2.校企双驱，有效达成三维学习目标

本次课参照企业导师录制的操作视频，小组合作制定充电流程、按照流程示范操作、互

查互纠，总结操作注意事项突破难点；小组内 AB 组轮转，依据岗位、竞赛标准规范完成充

电任务，强化重点。学生课后测试平均成绩对比课前大幅度提升，达成知识目标；工位考核

通过率达 100%，达成能力目标；学生能够主动了解我国充电新技术、规范完成劳动任务、

积极参与课后调研，达成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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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课后测试成绩分布

5.2 特色创新

1.浸润课程思政，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绿色低碳”意识

课前，发布生产劳动任务；课中引导学生观看“我国建成世界最大充电网络”、“我国自

主研发的吉利科技智能换电站”、“中国新能源汽车大量出口欧洲”视频，进一步激励学生学

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强烈的绿色低碳意识。

2.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学生扎堆观看难题

通过多屏同传技术，使教师的示范操作、学生的示范操作一目了然，解决了多人扎堆观

看的难题，同时教师、学生的实训操作可以做到实时录制，利用视频同传的录制功能，回放

学生操作视频方便教师讲解与评价。

5.3 反思诊改

不足 诊改措施

课后调研环节，因条件限制，学生只能在学校

附近完成调研工作，调研结果不具备普遍性。

利用各类网络平台搜集信息，了解其他城市

或同一城市不同地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费用标

准，完善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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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03 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操作

1.教学分析

1.1 授课信息

授课课程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

急处理
授课课时 4 课时（180 分钟）

授课内容
任务三 新能源汽车

的日常养护操作
授课对象 2022 级新能源二班

授课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授课地点 新能源汽车整车综合实训室

选用教材

选用教材：“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防护》
辅助电子版教材：职业教育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岗课赛证”融通教材《新能源

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

1.2 本次课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取：依据课程标准和岗位需求，遵循适度、够用的原则，科学精选本次任

务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安排：本次任务以完成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操作为主线，以问题引导的方

式按照工作流程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

图 1 本次课教学内容

1.3 本次课学情分析

通过学生前期课程内容的学习情况，结合教学实际、学生认知规律等对本次课的学情分

析如下。

1.知识基础

（1）班级中一半学生为高中生源，在前期课程学习中未接触过汽车日常养护相关知识；

（2）结合课前线上答疑情况，学生对日常养护流程掌握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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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基础

（1）中职生源学生会基本的日常养护技能，高中生源学生无日常养护技能基础；

（2）通过问卷调研，班级中大部分学生无汽车灯光系统操作、空调系统操作、车辆清洗

经验。

图 2 调研结果图

3.认知和实践基础

（1）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绿色环保意识，但应结合专业技术发展继续强化环保精神；

（2）学生能够按照要求完成课前、课后劳动任务，具备了一定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但

吃苦耐劳的品质仍需持续加强。

4.学习特点

（1）新能源汽车涉及高压安全，本次课虽不涉及高压系统，但学生的高压安全意识仍需

进一步强化；

（2）从往届学生的完成情况来看，学生喜欢实际操作，但操作过程中细节不够严谨；

（3）学生喜欢、期待第二课堂活动。

1.4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具备绿色环保理念；

2.具备严谨细致的职业素养；

3.具备安全操作意识；

4.在劳动中形成吃苦耐劳的优

秀品质。

1.总结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

项目；

2.制定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

护流程；

3.描述新能源汽车的清洗注

意事项。

1.能够小组合作按照日常养护

流程完成新能源汽车各养护项

目的检查并记录；

2.能够小组合作按照规范完成

新能源汽车清洗操作。

1.5 教学重难点

教学

重点

重点内容
能够小组合作按照日常养护流程完成新能源汽车各养护项目

的检查并记录。

确定依据 根据企业调研，规范完成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操作是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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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教学

难点

难点内容 制定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流程。

确定依据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流程的掌握欠缺。

2.教学策略
2.1 教学方法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流程的掌握欠缺，将综合采用任务驱动法、小

组探究法等教学方法。

2.2 教学组织

图 3 教学组织流程图

2.3 教学手段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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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学资源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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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教学实施过程

3.1 课前探学（Preparation 准备）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准备

（Preparati

on）-学

【课前分类任务】

1.基础任务

课前微课视频：“新能源汽车日常

养护操作”；

课前测试：“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

护操作”课前测试。

2.拓展任务

自主查阅资料，对比分析新能源

汽车与传统汽车的日常养护区别；

观看中国新能源汽车首部纪录片

《大国汽车工匠》第二集“勇闯中

国冷极”。

1.发布课前分类任务 通过学习

平台发布课前学习基础任务和

拓展任务；

2.分析课前测试数据 查看学生

课前测试结果，预判教学难点，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1.完成课前学习基础任务

登陆学习平台观看视频，完

成课前测试；

2.完成课前学习拓展任务

按照要求自主查阅资料，完

成课前拓展任务。

1.发布分类学习任务，尊

重学生个性学习，激发学

生学习动力，培养自主学

习意识；

2.引导学生对比传统汽

车，达成素质目标 1；

3.资源手段：微课视频、

大国汽车工匠视频、智慧

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

1.通过自主查阅资料，对比分析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日常养护区别，树立绿色环保的理念；

2.通过观看中国新能源汽车首部纪录片《大国汽车工匠》第二集“勇闯中国冷极”视频，弘扬民族精神，强化学生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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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中做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呈现

（Presentati

on）-入情境

(5min)

【真实案例引入】

客户林先生购买了一辆纯电动汽

车，随着天气温度的下降，前一天

晚上还有 90%的电量，过了一晚

后，电量下滑严重。林先生咨询 4S

店维修技师后，明白这是动力蓄电

池的正常属性，但如果懂得车辆的

日常维护，可以为车辆带来更好的

续航里程，同时减少安全隐患。

1.任务引入 通过客户真实案例

引入工作任务；

2.预学反馈 反馈课前学习的任

务完成情况，阐明教学重点，分

析学习难点；

3.引导分享 选取学生分享《大国

汽车工匠》视频观后感。

1.观看案例 观看客户真实

案例；

2.明确学习重难点 根据教

师公布的课前学习反馈数

据，了解学习重点，明确个

人学习难点；

3.听取或分享拓展任务。

1.岗课融通 引入企业真

实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2.分享拓展任务，提升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

技术兴国斗志，达成素质

目标 2；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产业政策。

课程思政融入：

1.引导学生分享《大国汽车工匠》视频观后感，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学识服务社会。

呈现

（Presentati

on）-探原理
(35min)

【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项目】

1.车辆外观日常养护项目

车身表面、车窗玻璃、轮胎气压等。

2.车辆前机舱日常养护项目

车辆冷却液、制动液、玻璃风窗清

1.知识讲解 讲授新能源汽车的

日常养护项目；

2.问题引导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

汽车的日常养护项目都什么区

别；

1.听取记录 记录新能源汽

车的日常养护项目；

2.头脑风暴 小组讨论新能

源汽车与传统汽车日常养护

项目的区别；

1.开展头脑风暴、归纳总

结，达成知识目标 1；

2.发布随堂测试，检验学

生的知识掌握效果；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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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液等。

3.车辆室内日常养护项目

灯光、空调等。

3.归纳总结 总结区别之处；

4.发布随堂测试。

3.听取记录 记认真听取教

师总结；

4.完成测试。

头脑风暴、随堂测试。

呈现

（Presentati

on）-究方法
(40min)

【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流程】

1.检查车辆外观

绕车一周检查漆面、车窗玻璃、雨

刮、安装车轮挡块。

2.检查前机舱

铺设翼子板布-检查冷却液液位-检

查制动液液位-检查风窗玻璃清洗

剂液位。

3.检查车辆内部

车辆上电-检查仪表-检查灯光-检

查空调-车辆下电。

4.车辆清洗

1.引导学生制定日常养护步骤

引导学生根据微课视频制定养

护步骤；

2.引导小组汇报 引导学生按小

组汇报养护步骤，其他小组纠正

或补充；

3.总结评价 总结评价各组表现，

完善日常养护步骤；

4.问题引导 引导学生分析新能

源汽车在清洗中都有哪些注意

事项。

1.制定思维导图 小组合作

制作气场养护思维导图；

2.小组汇报 分享小组内制

定的步骤；

3.听取教师总结 听取并记

录教师总结评价；

4.总结注意事项 小组合作

总结车辆清洗注意事项。

1.通过小组汇报、补充、

教师总结突破教学难点，

达成知识目标 2；

2.引导学生总结车辆清洗

注意事项，达成知识目标

3；

3.资源手段：微课视频、

思维导图、智慧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

播放错误的新能源汽车清洗图片，通过问题引导的方式使学生能在清洗过程中严谨细致，具备安全操作意识。

实练

(Practice）-

练技能
(90min)

【完成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操

作】

小组合理分工，完成吉利 EV450 车

型的日常养护操作。

1.发布日常养护任务 引导小组

内合理分工，限时完成新能源汽

车日常养护操作；

2.发布新能源汽车清洗任务 引

1.完成日常养护任务 根据

分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日常养护，完成作业工单，

组间互评打分；

1.课赛融通 小组间依据

融入技能竞赛的评分标

准互评打分，强化教学重

点，达成能力目标 1；



33

【完成新能源汽车的清洗】 导学生清洗车间新能源汽车。 2.完成汽车清洗任务。 2.小组合作完成清洗任

务，达成能力目标 2、素

质目标 4；

3.资源手段：实训车辆、

作业工单、作业评分表。

课程思政融入：

1.小组内依据融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标准的评分表互评打分，在评分过程中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的职业素养；

2.引导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操作，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产出

（Producti

on）-作总结
(10min)

【总结评价】

总结分析本次课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

1.回顾学习内容 分析操作中的

问题，强调操作规范，表扬突出；

2.引导学生整理工位 引导学生

按照 7S 管理细则整理场地。

1.回顾学习内容 根据教师

点评，明确操作中的问题；

2.整理恢复工位。

1.回顾学习内容，总结分

析，强化学生的规范操作

意识；

2.学生按照 7S 规范整理

场地，达成素质目标 4；

3.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

引导学生按照 7S 管理细则整理场地，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3.3 课后拓学（Progress 提升）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及资源手段

提升

（Progress）
-拓

【课后基础任务】

1.课后测试

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操作知识测

1.发布课后基础任务；

2.分析学习数据、收集评教反馈

为学习达标率较低学生针对性

1.完成课后基础任务

2.完成评教 通过学习平台

完成评教问卷；

1.根据学生学习数据、评

教反馈，针对性指导；

2.引导学生为职工提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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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2.在线开放课程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

处理“在线开放课程学习。

【课后拓展任务】

1.值日生到学院生产性实训中心为

教职工提供车辆清洗服务；

2.带领学生到大学城社区开展“走

街入户宣传新能源汽车下乡”志愿

活动。

推送资源；

3.发布课后拓展任务。

3.基础强化 达标率较低学

生继续学习教师推送的资

源，强化基础；

4.完成车辆清洗服务 值日

生按要求完成车辆清洗服

务；

5.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过车辆服务，达成能力目

标 2、素质目标 4；

3.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达成素质目标 1；

4.资源手段：智慧课堂、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思政融入：

1.安排值日生到学院生产性实训中心开展车辆清洗服务，开展劳动教育，使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形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2.带领学生开展“走街入户宣传新能源汽车下乡”志愿活动，为新能源汽车车主提供免费日常养护服务，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应

用于实践，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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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评价

本学习任务的评价由学习平台成绩和实操成绩两部分组成。

1.学习平台成绩

学习平台进行全过程的教与学数据采集，由教师、学生个人、小组共同参与，

评价指标包括学生的出勤、资源学习情况、课堂表现、线上测试、作业任务完成情

况，最终评价成绩由教师针对量化指标设置加权比例，通过学习平台自动生成。

2.实操成绩

①实操成绩包括现场实操成绩（60%）和任务工单成绩（40%）两部分。

②实操成绩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评价，在实操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在教学结

束后负责对学生任务工单进行评价，学生依据评分标准对现场操作进行自评、互评。

图 5 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养护操作教学评价

5.教学反思与诊改

5.1 授课实效

1.开展探究式学习，有效突破教学重难点

本次课组织学生积极开展探究式学习：小组合作制定、优化新能源汽车日常

养护流程，流程制定过程中细心、耐心，突破了教学难点；依据课赛融合的评分

表互评打分，小组合作限时完成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操作过程中注重规范、安

全，强化了教学重点。

2.开展劳动任务，有效提升学生团结协作能力

课中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新能源汽车日常养护操作，课后安

排值日生到学院生产性实训中心开展车辆清洗服务，使学生在学习技能的过程中

会劳动、爱劳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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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色创新

1.挖掘第二课堂思政元素，双课堂育人效果显著

本次课依托学院生产性实训中心，组织学生为教职工车辆提供车辆清洗服

务，在劳动中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引领学生到大学城社

区开展“走街入户宣传新能源汽车下乡”志愿活动，将乡村振兴精神、绿色环保

理念根植于心。通过双课堂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实践能力显著提高。

图 6 志愿服务活动

5.3 反思诊改

不足 诊改措施

志愿服务活动中部分学生因为性格内

向，怯于主动表达。

鼓励这部分学生争当志愿服务活动的

“排头兵”，使学生明白志愿人人应

为、人人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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