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电-特斯拉现代产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微专业招生简章

一、 新能源汽车微专业培养方案

（1）培养目标

本微专业的培养目标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据国家

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立足临港，服务上海、扎根长三角、面向全国，培

养面向新能源汽车前沿领域的复合交叉性产业人才，能够系统地掌握新能源汽车

的基本架构、设计原理与智能制造技术，具有新能源产业背景知识和电气化智能

管控基本技能，掌握新能源汽车数字化智能化开发等信息技术新领域技术，具有

团队合作精神、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素质技术人才。

（2）主要课程体系

1、课程名称：新能源汽车科技导论 学分/课时：2/32 内容简介：本课程主

要以新能源科学的基础知识,新技术前沿,新能源经济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为对

象,基础知识与发展前沿相结合,内容涉及当前的新能源热点问题,如新能源的概

念,新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等的基础与前沿,以及新能源经济与政策等。

2、课程名称：动力电池与 BMS 系统 学分/课时：2/32 内容简介：本课程内

容以目前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之一：动力电池及电源管理为主题，讲述了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的结构、原理、参数、检测及电池管理系统。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相关知识进行讲解，由浅入深从动力电池概述，基础知识，性能参数到动力

电池的结构，参数估计，均衡管理，使用维护等进行较全面、详细的介绍，使学

习者能够对动力电池有较全面的认识，具体内容包括：（1）动力电池发展状况

及趋势；（2）动力电池基础知识；（3）动力电池相关的性能参数；（4）动力

电池结构特点；（5）动力电池参数估计；（6）动力电池均衡技术；（7）动力

电池使用、维护、存储管理、回收、运输等。

3、课程名称：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与三电设计 学分/课时：2/32 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新能源汽车核心的驱动系统与三电设计（电驱，电池，电控），

通过理论讲授与实验课程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组件、原



理以及关键技术。主体内容包括（1）混合动力驱动基本架构分析（2） 纯电动

驱动系统架构（3）插电式混支（PHEV）系统架构（4）电池电机电机控制器开发

产品及运用（5）动力电池技术（6）混合动力车与电动车驱动设计（7）机电集

成式混合动力变速箱（8）电控技术。（校企联合）

4、课程名称：无人驾驶原理 学分/课时：2/32 内容简介：本课程讲解自动

驾驶涉及的深度学习基本知识，包括深度强化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

络，并通过实战项目深入理解深度学习的理论，掌握实践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对目前主流的自动驾驶学习理论、方法、算法与应用有一个较全面的

综合认识，具体包括：（1）了解自动驾驶领域的发展及现状；（2）了解和掌握

自动驾驶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与技术；（3）在实际项目中能够运用自动驾

驶的智能算法来解决实际问题；（4）为进一步研究建立有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

本课程将注重从项目实例入手使学生理解自动驾驶的概念与原理，从自动驾驶的

基本框架上理解不同自动驾驶算法之间的异同点。

5、课程名称：智能制造产线实训 学分/课时：2/32 内容简介：基于与特斯

拉共建的智能制造实验平台，为学生提供面向新能源生产的智能制造现场实训。

本实训平台融合了数控机床加工、光、电、气，包含了 PLC、机器人、传感器、

气动、工业控制网络、电机驱动与控制、计算机等诸多技术领域，对柔性制造技

术的工作过程进行研究，监控系统、主控 PLC 和下位 PLC 通过网络通讯技术构成

一个完整的多级计算机控制系统，通过训练，使学生了解新能源车间智能制造生

产线的基本组成和基本原理，让学生全面掌握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开发和集成

技术，帮助学生从系统整体角度去认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工业生产过程自

动化基本操作与规章制度。

6、课程名称：智能自主系统综合实践 学分/课时：2/32 内容简介：围绕智

能自主系统信息化、体系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面向企业实际需求，为学生提

供面向智能自主系统的综合实践。本次综合实践基于上电-特斯拉产业学院的综

合实践平台，要求学生灵活应用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主决策等智能自主系统

的核心技术，结合实际应用进行算法设计、软件系统开发和系统调试测试，从而

构建能够实际应用的智能自主系统。通过本综合实践课程，使学生不仅能够初步

了解智能自主系统实际工程应用中的相关基本问题，而且具有分析和解决复杂工

程控制问题的基本能力，并对所学专业有系统化的工程化概念理解，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工程师素养，为学生毕业即将进

入社会奠定必要的实践基础。

（3）课程计划

课程安排 课程类型 地点

《新能源产业认识实习》 认识实习 特斯拉临港超级工厂、上汽、商

汤、上海电气、深兰科技、新松

机器人、KUKA、临港科创中心等

企业参观

创新创业教育

（科创竞赛，包括 1+X 考证）

科创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

（工训中心 B202）

新能源汽车科技导论

(2 学分)

理论学习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创新教坊

（工训中心 B202）

动力电池与 BMS 系统

(2 学分)

理论+实验+实践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创新教坊

（工训中心 B202）

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与三电设计

(2 学分)

理论+实验+实践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创新教坊

（工训中心 B202）

无人驾驶原理

(2 学分)

理论+实验+实践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创新教坊

（工训中心 B202）

智能制造产线实训

(2 学分)

实验+实践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创新教坊

（工训中心 B202）

智能自主系统综合实践

（2 学分）

实践 未来能源创享中心创新教坊

（工训中心 B202）

备注：

1、由于微专业适应行业动态发展的特点，具体课程以实际开设为准；部分

理论课程及专家讲座采取线上线下混合的形式。

2、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活页式教学，根据行业实际需求实时调整；

3、在实践教学中，考虑选修同学的学位专业差异性，本微专业将设置不同

专业方向的实践项目，更好地匹配同学们的专业与兴趣。

二、 新能源汽车微专业组织形式

（1）学生选拔

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招收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定向培养班，2023 年 8 月面

向全校本科 2021 级所有学生开展选拔，择优录取，每年招收录取名额为 25 名，

所录取的学生学籍与专业保留在原学院与专业。本微专业时长为 1年，对于录取

的学生，其学位专业培养方案计划不变，基于新能源汽车微专业培养方案，由校

企师资共同开展小班化实践实操型教学。



 学生报名要求：

1）绩点排名专业前 30%;

2）无课程欠学分记录；

3）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有较大的兴趣并具有一定的基础，有志于未来从事

相关行业工作或者相关专业读研及留学深造；

4）有科创经历者优先。

（2）课程形式及学分置换

本微专业计划开课 6门（动态调整），每门 2学分，共 12 学分。培养主体

采取校企联合实验实践的形式，课程主体由校企师资共同开设，开设时间为教学

周的周六、周日，寒暑期期间安排部分课程及企业实习实践，具体安排开课前通

知。

学生可以通过本微专业学分抵扣其学位专业相关课程学分（包括创新创业训

练与实践学分），具体学分抵扣或置换要求参考各学院相关规定。

（3）微专业管理模式

本专业配备班主任 1名，以及研究生助教 2名。学生在其专业日常教学管理

中仍归学位专业管理，在本微专业教学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可以及时与班主任或助

教沟通。

三、 课程考核及结业要求

（1）课程考核方式与要求

1）微专业所有课程采取全过程考勤管理，无故缺勤 3 次及以上自动退出本

专业。因特殊情况请假，须提交请假申请至班主任处，每学年最多不超过 3次。

2）微专业相关课程考核若出现不合格的情形，学生自动退出本专业。

3）微专业所有学生在微专业学习期间至少参加 1次各类学科竞赛以及创新

创业大赛，具体竞赛清单详见教务处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学分管理细则中学科竞

赛目录。

（2）结业证书与奖励

1）学生在修完本微专业且课程全部考核通过后，由上海电力大学与特斯拉

共同颁发新能源汽车微专业认证证书。

2）微专业结业时评选不超过 20%的优秀学员，颁发优秀学员证书。



四、 报名及选拔方式

满足报名要求的学生下载附件 1（上电-特斯拉现代产业学院新能源汽车微

专业报名表），填写完整后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前发送到以下邮箱：

shiep_tesla@163.com。

上电-特斯拉现代产业学院将基于报名表初步筛选后通知并参加面试，并最

终择优录取 25 名微专业学生，面试安排详见后续通知。

首期课程将于 9月 4日至 9月 15 日开展，录取后的同学须于 2023 年 9 月 3

日前至临港校区报到。



附件1

上电-特斯拉现代产业学院新能源汽车微专业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班级

学号 手机号码

所属专业

评优绩点 评优绩点专业排名 （排名）/ (总人数)

个人说明：（学习经历、科创项目经历等以及个人兴趣）

个人特色成果（需附相关证明材料）：

本人已经阅读并知晓了相关规定，自愿申请进入新能源汽车微专业学习，遵守相

关规章制度。所提供材料真实。

承诺人：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意见：

分管院长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产教融合办）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