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增强民族自信 

一、课程和案例简介 

本课程是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面向五年制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开设的专业素质

拓展课，共 64 学时，4 学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学生目前所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以

传统动力汽车为主，在当前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我们从培养知识更全面 

课。 

本节课为《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第一章新能源汽车概况的第一节新能源汽车基础认

知的相关内容。旨在从什么是新能源汽车？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这两个角度

进行讨论和学习。并在学习中导入自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后，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现状，

引导汽车专业学生如何正确认识现场教学课堂，并该树立怎样的就业观。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和分类； 

2.理解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 

3.了解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能力目标 

1.能够识别新能源汽车的类型； 

2.了解目前市面主流新能源汽车的型号及特点。 

（三）素质目标 

1.通过教师引导和演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查阅资料的能力； 

2.通过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提升学生们对国产汽车品牌的信心、增强民族

自信。 

3.通过对新能源汽车发展带来的变化，认识线场教学课堂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实习

观和就业观。 

三、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课程在讲述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史，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定义等内容后，引入问题—

—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引导学生通过案例、查阅资料，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发展历程和技术创新，从国家经济、行业发展、民计民生、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国

际政治等方面进行思考。 

学生分组，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每组选出代表汇报讨论结果，教师进行汇总记录。 

得出并围绕以下结论，再详细的展开叙述和讲解。 

1.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汽车产业是各个制造业里面产值最大、产业链最长、相关的产业最多的，它对于技术、

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汽车产业能带动 100 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一辆汽车由上万个零部件组

成，要想生产一辆汽车，需要涉及的上游产业有金属冶炼加工、机械、橡胶、石油、电子、

纺织等，而为这辆汽车提供服务和保障的下游产业又涉及保险、金融、销售、维修保养、具

体点还有加油站、餐饮、旅馆等。汽车产业不仅涉及广泛，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非常巨大，

有数据显示，仅在 2019 年中国汽车产业总值超过 9 万亿，对中国税收和就业的贡献都超过

10%。也就是说，汽车产业不仅能产生庞大的社会财富，同时还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对

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2.汽车行业技术突破专利封锁，实现产业弯道超车； 

传统动力汽车的核心部件——发动机和变速箱，一直以来落后于国外老牌车企，我国汽

车行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虽然自 1984 年开始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来推动国

内汽车行业的发展，尤其是近 20 年来自主品牌技术突飞猛进，家用汽车发动机的可靠性已

经达到先进水平，但是关键核心技术仍被掌握在国外车企手中，自主品牌与外国车企仍有差

距，具体表现就是发动机的油耗高，动力性和静谧性相对较差。而在自动变速器领域，尤其

是 AT 变速器，其中差距更大，主要受限于专利壁垒，技术路线难以突破。在这层专利壁垒

下，国产自动变速器的占有率不足 20%。自主品牌的畅销车型所搭载的自动变速器，大多

都是采购于外国品牌，不仅需要向外国车企缴纳高昂的专利费，还极易发生被卡脖子的状况。

而新能源汽车不依赖发动机和变速器。（纯电动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器，混动车辆对发动机

和变速器的要求很低）因此，可以实现自主品牌在汽车行业弯道超车，彻底改变国内汽车市

场长期被外国品牌占据的局面。 

3.民众可以购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汽车； 

通过民族自主汽车品牌的崛起，普通民众才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汽车产品。上世纪 90

年代，大众桑塔纳刚引进中国，售价一度高达 20 万，是德国本土售价的五倍。而在国产新

能源汽车崛起的今天，大众 ID3 在国内销售的起步价为 12.59 万元（折合 1.5 万欧元），在

德国本土的售价却高达 4.5 万欧元。这其中除了国内造车成本低于德国，且国内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更加完善的原因之外，就是国产品牌可以在这个价位提供和 ID3 同级别，却配置更



高、性能更好的产品。所以，不仅仅是大众，所有合资品牌在面对国产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时，

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享受着很高的品牌溢价，也更不会出现以前雷克萨斯等品牌那种购车需

要在厂商指导价之上再加价数万甚至数十万才能提车的现象了。 

国产车甩掉廉价的代名词，在中高端市场与合资车同台竞技：2018 年之前售价超过 40

万的国产车只有红旗和蔚来，而现在有更多的选择（腾势，岚图，问界，仰望），国产高端

乃至豪华车的成功，不仅仅是提升了人们对国产品牌的信心，更是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谁说国产车就一定比合资差，谁说我们中国人造不出好的汽车，买合资车再也不是面子的象

征。 

4.国内的汽车人才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为本国民众提供更多高新的高技术岗位。在我校上汽大众（南京）

汽车产业学院进行线场课堂授课时，我经常见到企业的技术人员组织技术研讨会议，会议中

基本都是以几个德国年轻人为核心进行讨论，而我们的中国的技术人员，无论年轻还是年长，

都只有配合的权利，通过了解我才知道，这个几个德国人虽然年轻，但是他们掌握着汽车设

计中最核心的技术，不仅拥有最高的话语权，其薪资待遇也是我们的人员远远不能及的。而

且在目前国内合资车企里，我们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只能做做产品质量把控和工艺设计，专

科的人才就只能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因此，如果我们国产汽车在新能源赛道上

一骑绝尘时，我们的高学历人才就可以占据那些高薪的研发岗位，而学历层次稍低的专科生

就可以从事产品质量把控这样的工作，从而不至于被迫只能再往下兼容。而我们的汽车人才

无论走到哪里，也都能享受到很好的待遇。 

5.降低对外石油依赖，避免能源危机； 

202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 71.2%，主要来源于沙特、俄罗斯、中南美、西非、伊拉

克、阿联酋、科威特以及一些其他中东国家等，大部分需要通过海洋运输到达国内，而海洋

运输几乎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条海上能源大动脉在特殊时期极易遭到封锁，而我国目前

的石油战略储备仅够使用 90 天，一旦储备石油消耗完毕，我们的工业就要面临瘫痪，经济

发展也要停滞，甚至国家安全和民生都难以保障。因此，为了国家的战略安全，我们十分有

必要发展新能源汽车，以降低对外来石油的依赖程度。 

6.低碳环保，实现双碳目标； 

环保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自十八大以来，国家也非常重视环保问题，总书记说过“绿

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环保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子孙后代的长远发

展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国家制定了“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目标，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

自身的生存环境，同时在国际上，欧美国家一直以来总是以碳排放超标对我国进行指责甚至



经济打压，而我们正在用切实行动来否定他们的污蔑，发展新能源汽车也是我国占据国际道

义的制高点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7.建立中国话语权的产业新体系，发挥我国强大基建能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我国电力行业不仅全球规模第一，技术上也遥遥领先，比如 800 千伏特高压、柔性直流

输电技术，全世界仅此一家。在特高压领域所有的技术标准，都是中国制定，技术说明书都

是中文。发展新能源汽车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电力资源和强大的电力行业优势。 

同时，新能源汽车以及所搭载的智能化设备，非常依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从发电、

输电、充电设施，到 4G、5G 网络，卫星导航定位。如果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开始使用中国的

纯电动汽车，那么中国的传统的公路、电力基建大有可为，能带动的行业不仅仅是汽车行业，

还有网络通信，卫星导航，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等诸多行业。这不仅能促进国家经济

发展，更能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将再次位于世界民族之巅。 

课后作业：布置相关主题的论文或报告，要求学生深入分析新能源汽车发展对提升民族

自信的影响。 

四、案例特色 

结合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展现国家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的成就，从而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信。具体特色如下： 

1.行业前景展示：通过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使学生认识到这一领域

的广阔前景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2.技术创新讲解：介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如电池技术、驱动系统

等，让学生了解国内科技的实力。 

3.国际地位体现：通过对比国际上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情况，强调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

产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4.政策环境解读：解读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支持政策，让学生理解国家对产业发展

的重视和扶持。 

5.企业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国内企业如比亚

迪、蔚来等的成功案例，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6.未来职业规划指导：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

相结合，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的方向。 

通过这些特色的融合，课程不仅传授了专业知识，还培养了学生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

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自信。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自信的新时代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 

五、案例反思 

（一）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通过这样的教学实施过程，学生不仅能够深入了解新能源汽车产业，还能够体会到中国

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同时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方向和动力。 

（二）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1.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在讲授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专业知识时，教师需要思考如何

有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中。例如，在讨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的变化时，增强学生

对国产品牌的信心，进而提升民族自信心。 

2.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中能

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兴趣，鼓励他们思考如何应

对行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3.教学方式与方法：反思教学方法是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否采用了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如互动讨论、实验实践、企业参观等，以及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参与

度和学习效果。 

4.产教融合：同时，在教学中应进一步考虑如何使教育教学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相结合，

如何通过产教融合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5.学生反馈与持续改进：重视学生的反馈，了解他们对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的看法和建

议，根据反馈进行持续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 

6.课程与时代发展的同步：课程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反映当前最主流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行业趋势。 

7.培养目标的实现：通过课堂讨论效果、提问以及课后作业的批改，来检查学生对课堂

知识的掌握，以及思政内容的理解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