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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Ⅰ. 能力考核要求 

《新能源车辆》是全国自学考试车辆工程专业专升本的专业课。

该课程主要介绍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概况、电动汽车类型、电动汽车

主要组成部分、电动汽车电机、蓄电池、电动汽车维修与保养等内

容，还介绍了国家现行的有关管理法规和政策，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课程的重点内容包括：电动汽车基础；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其他新能源汽车。难点内容包括：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的关键技术；燃料电池汽车的优势及问题；电动汽车常见故

障的原因分析。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让学生了解新能源汽车技术以及优势，

了解行业发展动态，促进职业意识形成，检验考生掌握本课程基本

知识情况和运用所学方法解决新能源汽车运行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习本课程应具备大学物理、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电子

基础等基础知识。 

本课程要求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种能力。

四种能力层次解释为：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

义，并能够正确认识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够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

或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

规定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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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

分钟，试卷总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计算器。 

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

目，都属于考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

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

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判断题、名词解

释、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四选一）、多项选择题（五选多）、简

答题、计算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等。在命题工作

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

以略少，但不能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 

参考教材： 

《新能源汽车》, 付铁军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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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 

第一部分  综述 

一、课程内容 

1. 新能源汽车的定义与分类 

2.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法规和标准 

3.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一览 

二、考核目标 

1. 新能源汽车的定义与分类 

识记：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分类。 

领会：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

料电池汽车、氢动力汽车和天然气汽车的特点。 

2.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法规和标准 

识记：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标准。 

领会：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电动汽车标准制定的原则。 

3.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一览 

识记： 国外比较著名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领会： 我国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第二部分  电动汽车基础 

一、课程内容 

1. 电动机 

2. 蓄电池和其他类型动力蓄电池 

3. 逆变器与变频器 

4. 空调与转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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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目标 

1. 电动机 

识记： 电动机的定义、负载性质、负载容量。 

领会： 电动汽车用电动机的分类，电动汽车常用电动机的类型

及特点。 

2. 蓄电池和其他类型动力蓄电池 

识记： 蓄电池的定义、分类、主要性能指标、记忆效应和消除

方法。 

领会： 动力蓄电池的定义和分类，电动汽车常用的蓄电池种类。 

简单应用： 蓄电池能量管理技术，飞轮蓄电池技术。 

3. 逆变器与变频器 

识记： 逆变器的定义、分类和工作原理，变频器的定义、分类

和工作原理。 

领会： 逆变器控制技术，变频器控制方式。 

4. 空调与转向系统 

识记： 电动汽车空调系统分类和工作原理， 

领会： 电动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的优点。 

第三部分  纯电动汽车 

一、课程内容 

1. 纯电动汽车的结构及行驶性能 

2. 纯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考核目标 

1. 纯电动汽车的结构及行驶性能 

识记： 纯电动汽车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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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 纯电动汽车的动力性能和重要指标，纯电动汽车的优势

及存在的问题。 

简单应用： 纯电动汽车关键技术 

2. 纯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建设 

识记： 电动汽车的三种运营模式 

领会： 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第四部分  混合动力汽车 

一、课程内容 

1. 混合动力汽车的结构 

2. 混合动力汽车分类和工作原理 

二、考核目标 

1. 混合动力汽车的结构 

识记： 混合动力汽车的定义、主要动力组件和控制系统功能。 

领会： 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动机的定义和工作原理。 

2. 混合动力汽车分类和工作原理 

识记： 混合动力汽车按结构布置形式的分类和按对电能依赖程

度的分类。 

领会： 混合动力汽车按其他型式的分类 

第五部分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一、课程内容 

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类型与基本结构 

2. 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二、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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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类型与基本结构 

识记： 燃料电池的类型及性能分析 

领会：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类型与结构 

简单应用：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关键技术 

综合应用：燃料电池汽车的优势及问题 

2. 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领会：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六部分  其他新能源汽车 

一、课程内容 

1. 燃气汽车 

2. 生物醇类汽车 

3. 太阳能汽车 

二、考核目标 

1. 燃气汽车 

识记： 燃气汽车的分类及特点。 

领会： 燃气汽车独特的优势及问题。 

2. 生物醇类汽车 

识记： 醇类汽车的分类及特点。 

领会： 醇类汽车示范推广存在的问题。 

3. 太阳能汽车 

识记： 太阳能汽车的工作原理 

领会： 太阳能汽车的特有优势 

第七部分  电动汽车的维修与保养 

一、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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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动汽车的故障维修 

2. 电动汽车的维护与保养 

二、考核目标 

1. 电动汽车的故障维修 

识记： 电动汽车维修工具及注意事项 

领会： 电动汽车的的常见故障与维修 

简单应用： 电动汽车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 

2. 电动汽车的维护与保养 

识记： 纯电动汽车的维护与保养。 

领会： 电动客车的维护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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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题型示例 

一、判断题 

超级电容器又叫电化学电容器。（   ） 

二、名词解释 

新能源汽车。 

三、单项选择题 

飞轮蓄电池亦称（   ）。 

A．飞轮储能器                 B. 飞轮蓄电装置 

C．可充电蓄电池               D. 飞轮储存箱 

四、多项选择题 

电动汽车常用的直流电动机具有（    ）特点。 

A.调速性能好     B.起动转矩大      C.高速性能佳       

D. 高速性能不佳       E. 起动转矩小 

五、简答题 

逆变器的分类。 

六、论述题 

纯电动汽车的基本结构。 

 
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 

二、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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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能源汽车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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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

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 

三、单项选择题 

A  

四、多项选择题 

ABD 

五、简答题 

答：逆变器主要是按照波弦性质和源流性质进行分类。 

（1）按波弦性质分类，分为：正弦波逆变器和方波逆变器； 

（2）按源流性质分类，分为：有源逆变器和无源逆变器。 

六、论述题 

解：纯电动汽车结构可分为三个子系统，即电力驱动子系统、

主能源子系统和辅助控制子系统。 

（1）电力驱动子系统由电控单元、功率转换器、电动机、机械

传动装置和驱动车轮组成； 

（2）主能源子系统由主电源、能量管理系统和充电系统构成； 

（3）辅助控制子系统具有动力转向、温度控制和辅助动力供给

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