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工电子实习》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劳泽锋

课程名称 电工电子实习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材料

成型机控制工程/焊接技术与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智能制造工程/化学工程

与工艺/物联网工程

课程类型 校内实训 开课年级 2021 级/2022 级

课程性质 集中性实践教学 课程总学时 30

一、课程简介

《电工电子实训》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工实训，另一部

分是电子实训。

通过电工部分实习使学生获得生产实践知识和技能，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并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相互合作，共同探讨的精神。要求每

个实习学生能熟练使用常用电工仪表，掌握实际电工电器线路的安装与调试技能，

学会处理简单电气故障的方法，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重要环节。

通过电子部分实习，使学生了解无线电基本知识，了解现代电子工业生产的

方式和特点，掌握专业从业人员基本操作技能和生产工艺流程知识，为毕业实习

和生产实践活动打下基础。要求每个实习学生能独立装配电子部件和整机，能够

处理可能出现的简单故障，掌握收音机生产线的制作工艺流程，建立生产线生产

的概念和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遵守劳动纪

律文明生产的良好习惯，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由特斯拉“减配门”看工程设计中的伦理道德

2.对应章节：对应实习计划中 项目三

3.课程讲次：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结合真实的电工电子产品设计案例，使学生在追求控制系统功能实现的

基础上，深入理解课程所要求的工程规范知识，在提高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一步引导学生全面地考虑各类技术与非技术因素，关注工

程中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四、案例主要内容

2020 年 3 月，数十位国产 Model 3 车主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购

买的国产 Model 3 应配置的自动驾驶硬件 HW3.0 版本被“减配”，换为性能

相差 21 倍的 HW2.5 版本。但对于为何没有在消费者提车之前就予以告知，特

斯拉没有说明。

五、案例教学设计

5.1 教学方法

该案例采用“场景叙事法”进行教学。通过将学生代入职业角色特定的道德

心里、生活情景和社会角色，使其沉浸在实际工程活动中，亲身感受作为职业的

工程师面临的道德两难，反色规范及准则在具体工程实践中的局限。与此同时，

鼓励学生根据工程场景的特殊性去认识、实践规范提出的道德要求，变通调整行

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职业精神对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

下人的生活意义，进而不断探索和总结正确的伦理决策的手段和途径。

5.2 案例主题

由特斯拉“减配门”事件中呈现出的工程设计标准、企业责任等伦理冲突及

问题，分析该事件是故意减配、无意疏忽，还是无奈之下的应急之举。进而引出

电工电子相关设计规范及工程伦理基本原则，进而讨论二者在具体工程实践中的



指导作用和局限性。

5.3 背景概述

特斯拉 Model 3 是特斯拉 Model X 系列的新品（如图 3 所示），北京时间

2016 年 4 月 1 日 11 点 30 分在美国发布，基础售价 35000 美元。2019 年 11

月 18 日，特斯拉宣布标配基础版辅助驾驶功能的 Model 3 标准续航升级版（中

国制造）车型将陆续在全国各地到店，11 月 22 日起，消费者可前往各地特斯拉

体验中心进行咨询或体验。2019 年 12 月，在国产 Model 3 首次交付之际，特

斯拉宣布 Model 3 将补贴前售价降至 32.38 万元，享受补贴后售价为 29.905

万元，此次降价后 Model 3 首次将价格压低至 30 万元以内。2019 年 12 月 30

日上午，特斯拉在上海临港超级工厂交付了首批国产 Model 3，这一交付时间

比特斯拉此前在中国官网预告的 2020 年一季度大幅提前。

2020 年 3 月初，有特斯拉车主发布微博称，发现自己的国产特斯拉 Model

3 搭载的是 HW2.5 芯片，而非随车环保清单上标注的 HW3.0 芯片，如图 4 所

示。这一事件在特斯拉车主圈内迅速引起关注，并且有十多位车主相继发现自己

的车辆存在上述状况。3 月 3 日，特斯拉中国官方微博发布“关于中国制造 Model

3 环评清单问题的说明”，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于 2 月 10 日开始复工复产，

期间基于供应链状况，一部分标准续航升级版 Model 3 安装了 HW2.5。这意味

着特斯拉默认了部分国产 Model 3 车型确实存在“减配”问题。

5.4 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中，通过将场景叙事法引入授课环节，使学生建立起“识别—反思

—内化—建构”的价值取向，即：①识别特斯拉“减配门”呈现出的多种多样

的伦理冲突及问题；②反思课程所要求的工程设计规范在具体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和局限性；③促进学生将经过反思和再认识的原则及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④建构自我的实践准则。

假设学生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一名产品测试工程师，在工作中发现 2020 年

2 月即将交付的 Model 3 新车采用了低版本的 HW2.5 芯片而不是产品说明书上

的 HW3.0，同时也知晓公司的芯片供应链受到疫情影响。学生向公司管理层据



实反映，并表达自己的忧虑（会损害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甚至有可能会惹上

官司）。可是管理层却反馈：公司现在遇到了困难，必须要保证交付率；而且消

费者都不是专业人士，是不会发现芯片版本不同的“细微”差异。

拟定工程师的家庭背景：半年前从故乡某国营车企跳槽来到特斯拉，现在这

份工作的薪资是其之前薪资的 2.5 倍。准备今年夏天接即将上初中的女儿入读某

重点中学，于是在过年前付了 80 万元首付通过贷款买了一套二手学区房（每个

月还房贷就占据其薪资的一半还要多一点）。此外，妻子只是中专学历，现在故

乡一家私营小家电企业做销售工作，收入并不稳定；她打算在夏天辞职后来上海，

希望能在照顾家人的同时再找一份工作。

面对如此情景，以问卷的形式调研学生的处理方式，从而检测教学目标达成

效果。调研问卷内容如下：

A：当作不知道，做好分内的事情。因为疫情终将过去，说不定下一批新车

就能用上 HW3.0 芯片

B：当作不知道，只是当亲友有购车意愿时建议暂缓买车

C：和团队里的同事私下交流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再次和管理层反映你的担

忧

D：通过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媒介熵发布即将交付的新车的芯片配置情况。

毕竟这也关乎消费者的行车安全（在自动驾驶状态下，HW2.5 芯片不能识别路

边的隔离桩桶）

E：其他

附注：在 2022 年秋季学期课程中，一共有 16 个班，803 名学生参与问卷，

18%的学生选 A，12%的学生选 B，36%的学生选 C，27%的学生选 D，7%的

学生选 E。

六、教学反思

6.1 教学效果

在该课程思政案例教学下，学生通过反思和再认识，深入了解工程师职业生

活与工程实际，深刻理解课程的设计规范及引申的工程伦理原则，并将二者内化



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进而构建自身实践准则。

6.2 教学反思

1.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讨论的实际情况调整、变换叙述的意图、视角及立场；

2.教学过程中，可引导学生以特斯拉“减配门”的技术解决方案为题，开展

课程设计，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结合该案例，可使学生了解产品设计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与经营的重要性，

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