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 17078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类别 专业课程 适用专业 
3 年制高职
新能源汽车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 学时/学分 32/2.0 
编制人 陈少伟 审核人  

编制时间  审核时间  

课程定位 

《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课程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课程的核心是培

养掌握电机及其控制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它需要必须的前导课程做支撑，学

生应该掌握了《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工基础》等相关专业基础课程的基本

内容和技能后进行的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发挥。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电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运行性能等知识， 重

点掌握电机的实际应用，为后续的综合实践活动和顶岗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任务是培养学生掌握常用电机的

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内部电磁过程、运行特性、起动方法、制动方法、调速方法以及分析

计算、实验操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正确选择电机参数和正确使用电机的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具备新能源汽车应用性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为学习相关

后续专业课提供必要的预备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掌握电机的基本原理、电力拖动及电气控制等知识。为汽车维修

技术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对应的岗位及能力要求 

岗位任务 能力要求 

直流电机的结构与电力

拖动控制 
能够对直流电机进行维护及故障分析 

单相、三相变压器的运行

特性 
能够对单相、三相变压器正确接线，能够对变压器进行维护及故障分析 

三相异步电机的结构与

电力拖动控制 
    能够对三相异步电机进行起动、调速控制、能够进行维护及故障分析 

常用机械设备的电气控

制 
    能够对电机控制回路的常见故障进行分析、能够设计简单的电机控制回路 

三、课程基本目标 

能力描

述 
知识目标 职业技能目标 职业素养目标 

专业 

能力 

1.掌握电机的基本原理与

电力拖动控制； 

2.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选

型与使用； 

3.对电机控制回路进行维

1.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

能力； 

2.具有使用外语专业资料

的能力； 

3.具备一定的机械、电工、

1.独立自主的思维； 

2.团队协作的愿望； 

3.极强的沟通能力； 

4.职业幸福感； 

5.企业忠诚度。 



护和故障分析、处理。 电子等技术应用技能； 

4.掌握汽车构造及原理； 

5.掌握汽车电子、电气原

理和维修诊断知识与技

能； 

6.掌握汽车用电机的工作

原理和维修诊断知识与技

能； 

7.具有安全文明生产和环

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和技

能。 

社会 

能力 

1.思想品德的学习； 

2.职业素养的学习； 

3.人际关系的学习； 

4.沟通能力的培养； 

5.忠诚度的学习。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遵纪守法； 

2.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和

沟通能力； 

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客户服务意识。 

1.独立自主的思维； 

2.团队协作的愿望； 

3.极强的沟通能力； 

4.职业幸福感； 

5.企业忠诚度。 

方法 

能力 

1.企业管理知识学习； 

2.企业认知； 

3.管理能力训练。 

1.制定工作计划能力； 

2.能借助网络、文件资料

等手段学习新技术、新知

识的能力； 

3.独立学习新技术能力； 

4.评估总结工作结果的能

力。 

1.独立自主的思维； 

2.团队协作的愿望； 

3.极强的沟通能力； 

4.职业幸福感； 

5.企业忠诚度。 

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汽车维修电工高级工（选修）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内容说明 

本课程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内容包括： 

第一章  直流电机基本理论及结构         (5学时) 

第二章  直流电动机                     (5学时) 

第三章  变压器                         (1学时) 

第四章  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理论及结构   (6学时) 

第五章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       (6学时) 

第六章  其他用途的电动机               (1学时) 

第七章  常用低压电器及基本控制电路     (2学时) 

第八章  继电-接触器控制基本电路        (2学时) 

第九章  常用机床的电气控制             (1学时) 

第十章  桥式起重机的电气控制           (1学时) 

第十一章 继电器控制系统的设计          (2学时) 

 

学习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常用电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内部电磁过程、运行特性、

起动方法、制动方法、调速方法以及分析计算、实验操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

正确选择电机参数和正确使用电机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具备新能源汽车应用性人才

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为学习相关后续专业课提供必要的预备知识。 



教学内容 

序号 知识模块 考核目标 学时分配 

1 

第一章  直流电机基本理论及结构 

第一节  直流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第二节  直流电机的结构及铭牌； 

第三节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           

第四节  直流电机的磁场与基本公式； 

第五节  直流发电机的运行特性； 

第六节  直流电动机的工作特性； 

第七节  小结； 

第八节  习题。 

直流发电机与直流电动

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工作

特性 

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区分 

5学时 

2 

第二章  直流电动机 

第一节  电力拖动系统的运动方程式；        

第二节  负载的机械特性； 

第三节  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           

第四节  他励电动机的起动和反转； 

第五节  他励直流电动机的制动； 

第六节  他励电动机的调速； 

第七节  直流电机的故障分析及维护； 

第八节  小结； 

第九节  习题。 

他励电动机的起动、反

转和制动控制 

直流电机的故障分析及

维护 

5学时 

3 

第三章  变压器  

第一节  变压器的结构及铭牌；        

第二节  单相变压器； 

第三节  三相变压器；           

第四节  变压器参数的测定； 

第五节  变压器的运行特性； 

第六节  特殊变压器； 

第七节  变压器的维护及故障分析； 

第八节  小结； 

第九节  习题。 

变压器的运行特性 1学时 

4 

第四章  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理论及结构 

第一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结

构；        

第二节  定子绕组基本知识和绕组感应电

动势； 

第三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运行；           

第四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负载运行； 

第五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测定； 

第六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关

系； 

第七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特性 

第八节  小结； 

第九节  习题。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

原理与结构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

特性 

6学时 

 

5 

第五章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 

第一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        

第二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 

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调速、反转与制动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分

6学时 



第三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第四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第五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转与制动； 

第六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分析及维护； 

第七节  小结； 

第八节  习题。 

析及维护 

6 

第六章  其他用途的电动机 

第一节  单相异步电动机；        

第二节  三相同步电动机； 

第三节  伺服电动机；           

第四节  测速发电机； 

第五节  步进电动机； 

第六节  自整角机； 

第七节  小结； 

第八节  习题。 

测速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1学时 

7 

第七章  常用低压电器及基本控制电路 

第一节  低压电器的基本知识；        

第二节  开关电器； 

第三节  熔断器；           

第四节  主令电器； 

第五节  接触器； 

第六节  继电器； 

第七节  小结； 

第八节  习题。 

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知

识 
2学时 

8 

第八章  继电-接触器控制基本电路 

第一节  电气控制系统图；        

第二节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控

制电路； 

第三节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减压起动控

制电路；           

第四节  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起动控

制电路； 

第五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气制动控制电

路； 

第六节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电路； 

第七节  小结； 

第八节  习题。 

电气控制系统基本知识 2学时 

9 

第九章  常用机床的电气控制 

第一节  普通车床的电气控制；        

第二节  磨床的电气控制； 

第三节  钻床的电气控制；           

第四节  铣床的电气控制； 

第五节  镗床的电气控制； 

第六节  小结； 

第七节  习题。 

普通车床的电气控制原

理 
1学时 



10 

第十章  桥式起重机的电气控制 

第一节  桥式起重机概述；        

第二节  凸轮控制器控制电路； 

第三节  磁力控制器控制电路；           

第四节  桥式起重机控制电路； 

第五节  小结； 

第六节  习题。 

桥式起重机的电气控制

原理 
1学时 

11 

第十一章  继电器控制系统的设计 

第一节  生产机械电力装置设计的基本原

则及内容；        

第二节  电力拖动方案的确定； 

第三节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

要求；           

第四节  电气控制电路的设计； 

第五节  常用控制电器的选用； 

第六节  生产机械电气设备的施工设计； 

第七节  电气控制电路测绘； 

第八节  小结； 

第九节  习题。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设计的一般要求 

2学时 

 

学习基础 

1.前导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工基础》。 

2.服务课程：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本课程为后续的《汽车电器》、《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电

喷发动机原理与检修》等专业课程服务，为毕业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做充分准备。 

3.学生基础： 

学生经过前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大部分学生都已经考取了《汽车维修电工》中级技能

等级证书，具有一定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工基础、汽车机械、汽车构造等基础知识，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自学及实操能力。 

 

 

考核评价 

电机拖动基础知

识 

直流电动机的结

构及工作原理 

变压器的工

作原理及应

用 

三相交流电机基本

原理及结构 
电力拖动控制 

过程、任务与综

合考核 

过程、任务与综

合考核 

过程、任务与

综合考核 

过程、任务与综合

考核 

过程、任务与综合

考核 

15% 20% 15% 20% 30%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1.学生评价； 

2.教师自我评价； 

3.同行评价； 

4.督导评价。 

 

 



五、教学设计及教学方法 

1、总

体 教

学 设

计 

1.课程内容经整合后分为 5个模块，每个模块根据其内容要求不同分为若干个任务； 

2.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组成学习团队； 

3.根据项目内容配备相关多媒体课件及教学视频； 

4.根据项目内容配备相关实训实操设备； 

5.课程考核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现场过程性实操考核的方法； 

6.考核内容包括：团队协作能力、个人表达能力、知识拓展能力及实操能力。 

2、项

目 / 情

景 教

学 方

法 

序

号 
教学任务/情景实施 教学方法 

1 
模块一  电机拖动基础知识 
任务一：电机的基本原理 
任务二：磁场的基本定律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2 

模块二  直流电动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任务一：直流电机的结构和原理、励磁
与分类特点、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 

任务二：直流电机的起动、正反转、调
速和制动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实操练习 

3 

模块三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任务一：单相变压器的结构、原理、绕
组的同名端 

任务二：三相变压器的结构及连接组别、
并联自耦变压器、 仪用互感器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4 

模块四  三相交流电机基本原理及结构 
任务一：交流异步电动机的结构、旋转
磁场、基本原理和工作状态 

任务二：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正反
转、调速和制动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实操练习 

5 
模块五  电力拖动控制 

任务一：电气控制线路的辨别分析 

任务二：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多媒体教学、视频及图片演示、小组讨论 

教学条件 

媒    体：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设备。 

工具设备：多媒体设备，相关实训设备。 

师    资：专职教师 1人，设备管理人员 1人。 

场景要求：网络及多媒体教室，实训室。 

教学资源 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网络资源、多媒体教学设备、实训设备。 

教学建议 

1.教师应采取以工作任务驱动的多种教学方法，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启发、诱导、因

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注意给学生更多的思维活动空

间，发挥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在规定的学时内，保证该标准

的贯彻实施。 

2.教学过程中，要从高职教育的目标出发，了解不同专业对该技术知识的需求，注意与

有关课程相配合，把握好“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 

3.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努力提高学生的自

学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实际生产中的运用。 

4.注意培养学生研究开发和技术革新的能力，自行解决在实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5.教师应开发相关的课程资源、辅导用书、学习指导用书免费提供给学生，同时还要教

会学生能积极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对不会的问题能上网咨询，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