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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与网联汽车”微专业招生简章

一、微专业简介

新能源与网联汽车微专业依托能源工程学院，学院是黄淮学院重点发展的特

色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硕士学位建设点单位。拥有光学工程重点学科，新能源与

网联汽车河南省示范性重点建设产业学院、省级新工科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新能源汽工程车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省级本科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新能源与网联汽车微专业师资主要依托新能源汽车工程和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系。现有专任教师 26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4 人。新能源与网联汽车微专业

以机械工程和能源动力学科为基础，以新能源汽车工程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模块为依托，以项目牵引，凝练核心课程，构建知识能力体系，强调本科生科研

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特色，面向国家汽车强国战略需求和国际汽车工程科

技前沿，培养社会紧缺的新能源与网联汽车领域工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二、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和区域汽车产业发展战略、面向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前沿，

坚持“宽口径、厚基础、促交叉、重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系统掌握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理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

汽车领域从事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试验检测、技术管理和应用研究等工

作，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培养既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又有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科技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三、报名条件

面向全校工科 20 级本科生招生，且已经修完或在原专业培养方案中有前置

课程的学生。前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机械制图、计算机程序设计、单

片机应用技术、嵌入式系统、电工电子技术等。同时还应具有以下条件：

（1）对新能源与网联汽车领域的学习有兴趣或有志在该领域从事工作；

（2）主修专业成绩良好，学有余力；

（3）综合素质高，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四、招生人数

20-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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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遴选方式

资格初审后组织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根据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六、课程安排

新能源与网联汽车“微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周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共计 理论

实践

实验 其他

1 32160102 新能源转换与控制 2 32 16 16 4 5 T

2 32160202 动力电池管理技术 2 32 32 4 5 T

3 32160202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 2 32 32 4 5 T

4 32160202 新能源汽车 CAE 技术 1.5 48 48 3 5 T

5 32160102 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 2 32 16 16 2 5 E

6 32160202 智能网联线控技术 2 32 24 8 2 6 T

7 32160202 智能汽车环境感知技术 2 32 16 16 2 6 T

8 32160202 自动驾驶汽车决策与控制 3 48 32 16 3 6 T

专业必修学分及学时小计 16.5 288 168 56 64 — — —

七、课程简介（包括每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主要内容、课程主讲教师

等）

1、《新能源转换与控制》

①教学目标

 掌握光伏转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职业技能，掌握分析和解决光伏

控制电路、光伏逆变电路的设计、元器件选取等问题的基本方法；

 初步掌握运用所学知识，从实际工程问题提出设计模型的方法；

 以课程为载体，结合技能操作和实践产品设计，表现知识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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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严密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及开放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②课程主要内容

旨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通晓光伏蓄电池的充放电原理、光伏控制电

路基本原理和识图方法、光伏逆变电路的分类和识图方法、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

拓扑结构和特点，以及掌握各种光伏控制电路、光伏逆变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

本课程主要采用以教师讲授和实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课程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

（考勤、课堂讨论、课堂测试、课后作业、拓展任务）、技能实践考核（光伏控

制器技能实训、光伏逆变器技能实训、产品实践过程视频、实践产品电路制作、

实践产品设计报告）和期末考核。

③课程主讲教师：王银玲

2、《动力电池管理技术》

①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灵活探索学科发展趋势，具备适应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能力。

 增强学生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和维护方面的知识和兴趣，提高学生

的理论知识。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动手的能力；引导学生学习过程化，

团队合作化，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②课程主要内容

本课程旨在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掌握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的理论知

识与必要的操作技能，为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以先修课程《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和《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为基础，

引导学生掌握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控制系统内涵、评价、应用理论与管理系

统等知识，具备从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及维护方面的能力。课程拟采取

的考核方式为线下报告的方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汇报能够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专业素养，有利于帮助学生将课堂知识与课外知识更好的融会贯通。

③课程主讲教师：薛玲玲

3、《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

①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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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趋势，轻量化的意义，掌握新能源汽车轻量

化的概念；

 了解主要汽车生产国的对策以及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研发项目，了解国

内行业政策及标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现状以及新能源汽车轻

量化技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熟知常用的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材料及其具体应用部分，掌握典型的轻量

化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及运用，熟知各种材料和复合材料的连接技术。

 理解轻量化优化设计的系统概念及优化设计的关键技术。

②课程主要内容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意义及概念、国内外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概况、常用

的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材料及其具体应用、汽车优化设计技术在轻量化中的应用。

采用课堂老师讲解和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主要是多媒体技术教

学为主，利用较多的动画，图片对相关知识进行讲解和介绍。教师实行备课、上

课和课后辅导的原则。课堂教学注重启发和提问，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参与课

堂讨论，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进行适量的翻转课堂，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在考核方面，既要强调对基本概念与原理的掌握，还要增

加一些需要深层次理解的主观性较强的讨论题目，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

新能力。课程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考勤、课堂讨论、课堂测试、课后作业、拓

展任务）和期末考核（期末考试）。

③课程主讲教师：张亮

4、新能源汽车CAE技术

①教学目标

 通过汽车有限元分析课程系统学习，使学生掌握有限元分析基础理论、

线性及非线性问题的有限元单位方法和汽车结构有限元分析技术。

 具有运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分析和解决汽车设计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具有与业内同行及社会公众中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的能力。

②课程主要内容

包括有限元分析基础理论、车辆结构有限元建模技术、车辆结构有限元静力

学分析、车辆结构有限元模态分析、车辆结构有限元谐响应分析、车辆结构有限

元瞬态动力学分析、车辆结构有限元疲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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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课程主讲教师：肖伟中、高海宁、行舒乐

5、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

①教学目标

 通过课程系统学习，使学生掌握汽车电源系统、仪表系统、照明与信号

灯控制电路、汽车空调系统、汽车安全电子控制技术、汽车舒适性控制

等相关知识及全车电路综合故障诊断等知识。

 具有运用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分析和解决汽车设计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

 具有与业内同行及社会公众中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的能力。

②课程主要内容

包括汽车电源系统、照明与信号系统、汽车仪表及指示灯系统、车身与辅助

电气设备、电控空调系统、汽车行驶安全电控系统、汽车电控动力转向系统、汽

车电控悬架系统、汽车电器系统配电装置及全车线路。

③课程主讲教师：杨勇、朱清山、尹朋

6、智能网联线控技术

①教学目标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线控技术在汽车中应用背景，理解线

控技术在汽车中具体应用系统、组成、工作原理、特点等；要求学生掌握线控技

术的具体产品及实际应用，掌握各线控模块的控制方式、控制系统设计；掌握汽

车运动学模型和动力模型的建立；汽车运动控制仿真方法。

②课程主要内容

1、线控转向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控制方式、优势、关键技术。

2、线控制动系统的分类、结构、工作原理、控制方式。掌握力矩电机的设

计，执行机构的设计方法。

3、线控悬架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掌握现代汽车对悬架系统的要求，掌

握控制系统的组成、控制方式。

4、控气门系统定义和特点，线控节气门系统组成与控制原理。

5、线控离合系统组成与控制原理。

6、汽车运动学模型、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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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课程主讲教师：高海宁、张东波、杨勇

7、智能汽车环境感知技术

①教学目标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智能网联汽车环境感知系统，使

学生能够熟悉视觉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的结

构、原理、标定、测试及应用等理论知识，要求学生掌握环境感知传感

器的目标识别技术，使学生初步具备智能网联汽车环境感知系统设计及

使用的操作技能。

 具有运用智能汽车感知技术分析和解决汽车设计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了解和跟踪智能汽车感知技术发展趋势，具备适应社会和技术发展

的能力。

②课程主要内容

智能汽车的视觉传感器、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的结构、原理、

标定、测试及应用等理论知识、环境感知传感器的目标识别、认知、装配、调试

等实践操作。

③课程主讲教师：郭敏锐 车威 肖伟中

8、自动驾驶汽车决策与控制

①教学目标

 能够熟练运用相关算法进行自动驾驶运动规划；

 利用汽车运动控制理论，解决汽车动力学、运动学中复杂难题；

 能够了解和跟踪自动驾驶发展趋势，具备适应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能力。

②课程主要内容

自动驾驶全局路径规划算法、车用高精度地图、汽车行为决策算法、交通环

境行为预测、汽车行为决策理论、汽车行驶区域生成与运动规划、自动驾驶舒适

度评价、自动驾驶运动控制理论、汽车运动建模及控制等。

③课程主讲教师：车威、郭敏锐

八、教学团队简介

1、项目负责人、《智能网联汽车线控技术》课程负责人 高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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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系主任、讲师。长期从事智能网联汽车感知技术、

线控技术、数字化加工与智能制造技术等学术研究和实践。近年来主持河南省科

技攻关项目、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南省高校重点项目各 1项，参与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授权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3项，发表 SCI 期刊论文 8篇，EI 论文 4篇。

2、《新能源汽车 CAE 技术》课程负责人 肖伟中

博士研究生，副教授，驻马店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长期从事车辆工程专业

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来主持参与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3项。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7项，发表论文 8篇。获得省机械工业协会科技奖励三等奖 1

项，市级自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项。

3、《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课程负责人 杨勇

副教授，长期从事车辆工程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丰富企业一线生产实

践经验。近年来，主持完成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4 项，河南省高校重点项目 1

项，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发表 SCI 论文 2篇，核心论文 10 篇，获驻马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4、《新能源转换与控制》课程负责人 王银玲

河南省新能源转换与控制技术工程技术中心主任，黄淮学院能源工程学院党

委副书记，本硕博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渥太华大学访问学者，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联盟理事，中原工学院、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兼职硕导，河南省高层次人才、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优秀

党务工作者、河南省教学标兵、河南省文明教师、河南省文明班级班主任、河南

省劳模工作室、驻马店市示范劳模工作者获得者、驻马店拔尖人才、2021 年度

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人，联合国内外 11 家高校执笔获批 2020 年国家留学

基金委地方创新子项目，河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河南省一流专业负责

人、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

利 17 项、出版专著教材 4部。

5、《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课程负责人 张亮

男，博士，讲师，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黄淮学院文明

教师，现任黄淮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主要从事新能源材料方向教学和

科研工作。近年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主持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1

项，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 1项，驻

马店市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项目 1项、黄淮学院国家级科研项目培育基金 1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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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 1项，主持获批校级一流课程 1项，完成校级教改项目 1

项。公开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EI 论文 8篇，授权专利 7项。指导学生获

得“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大学生优秀科技作品竞赛”、

“‘挑战杯’河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河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等省级以上竞赛奖项多项。

6、《自动驾驶汽车决策与控制》课程负责人 车威

工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自动驾驶控制、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研究、内燃

机燃烧与排放控制等。近年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主持河南省高校重点

项目 1项，发表论文 6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EI 论文 1 篇。

7、《智能汽车环境感知技术》课程负责人 郭敏锐

博士研究生，新能源汽车专业骨干教师，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发表 SCI

论文 6 篇，EI 论文 3 篇，核心期刊 2 篇，专利 5项，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主持河南

省科技攻关项目 1项，主持完成黄淮学院教学改革项目 1项。

8、《动力电池管理技术》课程负责人 薛玲玲

黄淮学院能源工程学院讲师，近五年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国际会议、期刊等发

表论文 6篇，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相关研究课题。

九、报名方式

报名负责人姓名：高海宁，联系方式 15103834538，如有问题咨询，请以“学

院+姓名”实名申请加入 QQ 群，群号：301687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