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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概论》课程授课教案

课 题 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趋势

授课班级 新能源 学时 4 上课地点 山润楼

教学目标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素质目标

（1）能够对国内外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现状与发

展趋势进行分析

（1）掌握智能网联汽车

国外发展现状。

（2）掌握智能网联汽车

国内发展现状

（1）在接触新知识后，

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自

我定位。（2）具有吃苦

耐劳、严谨态度、爱岗

敬业、团队合作、勇于

创新的精神，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教学重点：（1）智能网联汽车认知；（2）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趋势。

教学难点：（1）智能网联汽车组成与关键技术。

参考资料 汽车网联汽车技术基础 陈晓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教学条件 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与时间分

配 min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注

讲授与讨

论内容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推进可分为四个阶段，是哪四个阶段？

1、自主驾驶辅助

2、网络驾驶辅助

3、人机驾驶

4、高自动/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ADAS）？

以车辆环境传感系统为依托，辅助驾驶操作系统有两种类型：预

警系统和控制系统。

预警系统

包括正面碰撞预警系统（FCWS）、车道偏离预警系统（LDWS）、盲

区预警系统（BSW）、驾驶员疲劳预警系统（DFM）、全景观测系统

（MVCS）、胎压监测系统（TPMS）等；

控制系统

包括车道保持系统（LKAS）、自动停车辅助系统（PLA）、自动紧

急制动系统（AEB）、自适应巡航系统（ACC）等。

视频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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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驾驶辅助？

网联驾驶辅助系统是一种依靠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感知车辆周围

环境并预测周围车辆未来运动来帮助驾驶员驾驶的系统。

通过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汽车、道路、行人等交通参与者不再

孤立所有参与者都成为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信息节点。

典型技术：

1）LTE-V

2）5G 系统

人机共驾？

人机共驾是指驾驶员与智能系统同时共享对车辆的控制，并

与人机结合完成驾驶任务。与普通驾驶辅助系统相比，普通驾驶

智能车具有与人机相同的控制实体。

双方的受控对象是交叉耦合的，状态转换是相互制约的，要求系

统具有更高的并行智力程度。该系统不仅能识别驾驶员的意图，

而且能达到相同的驾驶决策速度，提高驾驶员的驾驶能力，降低

驾驶员的操作负荷

4.高度自动化/无人驾驶

驾驶员不需要参与车辆操作，车辆将在所有条件下自动完成自动

驾驶。

L4 高自动驾驶阶段，遇到无法控制的驾驶条件时，车辆将提示驾

驶员接管。如果驾驶员不接班，车辆将采用保守的方式，如侧边

停车，以确保安全。目前，以百度为代表的 L4 级高自动化/无人

驾驶系统已经开始投入试产。

L5 无人驾驶阶段，车辆没有驾驶员，需要处理所有驾驶条件并确

保安全。

课堂讲授

回顾提问

举例说明

作业

1、能够知道国外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现状？

2、能够知道智能网联行业的发展潜力

下次上课

时检查

课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