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车辆性能数字仿真技术     课程代码：0300015     年均选课人数：71 

开课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           授课教师：刘辉、韩立金、杜巍 

项目 内容 

教师 

风范 

刘辉教授一直从事坦克装甲车辆传动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制等

工作，取得多项成果，用于国家“高新工程”和重点型号研制，有力支撑了

我国坦克装甲车辆创新发展。主持重大背景预研课题、国防 973课题等近 20

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制定国防装备《2030XX车辆动力发展战略》、《2035

年 XXX车辆动力技术发展报告》等。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分别排

3，排 13）和二等奖 1项（排 2），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排 4，通过评

审委员会评审）。获授权发明专利 21项，软件著作权 5项，发表 SCI/EI收录

20/76篇，入选中国科技期刊 2016年度优秀论文（全国 90篇）。担任 ICAE 

2016、IEEE ICARM 2018等多个国际会议分会场主席。入选 2012年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设计分会委员，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越野车分会委员等学术兼职。 

教学工作中，注重立德树人，根据工程学科的特点，深入浅出，结合应

用案例生动形象的开展课堂教学。以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为根本，主讲本科

生课程《车辆仿真技术》，研究生课程《车辆动力学》、《车辆性能数字仿真技

术》，深受学生喜爱和好评。 

 

课程 

思政 

在教学工作中，坚持党的方针路线，通过车辆工程领域技术的发展进步，

使学生了解我国科技建设的重大成果成就，结合实验室在国防领域取得的重

大成果奖励，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展国防教育。要求学生知悉和理

解车辆仿真技术的发展历史，以及技术发展历程中车辆仿真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的推动力，具有追求创新的意识；掌握车辆仿真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知悉车辆仿真技术发展的前沿和趋势，对于车辆仿真技术发展水平、面临的

挑战有正确认识。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展科研工

作，培养学生勇于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无畏精神。通过具体案例的指导教

学和练习，使学生具备利用科研工具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 

 

前沿 

（将最新科研学术成果或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案例的作为教学内容的情况，

500字） 

授课教师将车辆工程技术领域的基础知识、典型案例、前沿科技成果进



 

 

知识 行认真梳理，形成系统、合理的授课知识体系，使学生掌握车辆性能数字仿

真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前沿技术，掌握典型车辆仿真商业软件的使用方法，具

备独立进行车辆性能相关技术仿真和分析的能力。 

将课题组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液力变矩器的相关模型引入到课

堂，使学生了解我国在坦克传动领域的重大成就，并对技术成果的关键知识

点和难点进行讲解，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 

将混合动力技术的相关建模、设计、仿真、分析等内容总结成教学案例，

针对仿真中的关键难点和问题进行讲解。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科研课题，开展车辆仿真大作业的团队项目，并进

行项目答辩。使学能将所学的仿真技术应用于课题研究，独立完成科研课题

的部分研究工作。 

 

创新 

思维 

（如创新性、批判性、颠覆性思维的培养过程，1000字） 

本课程教学理念先进，探讨有利于研究生培养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式、

分层次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教学案例能够举一反三；并通过分组完成大

作业来检验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促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将科研成

果应用于教学案例中，引导学生思考知识的生产过程，注重总结方法技巧，

将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结合，以分析、解决问题为导向。注重学生创新思维、

批判思维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 

第一，案例式教学。通过具体案例的展开分析，从提出问题，到分析问

题、重新认识问题、阐述问题、提出问题的解决途径、效果评估，直到最终

解决问题，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将液力变矩器、机电复合传动、液

压传动等科研成果的典型模型应用于教学，通过演示模型、原理动画等直观

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授给学生，让学生通过亲自实践来体验研究的过程的乐

趣。针对课程的重要知识点，例如车辆建模、仿真算法、纵向动力学、横向

动力学、垂向动力学等都建立仿真案例，使学生在完成案例的过程中掌握建

模仿真的步骤与方法。 

第二，积极全面的课堂互动。本课程包含系统建模和仿真的基本理论,

车辆动力性、平顺性、操控稳定性和燃油经济性仿真，Simulink、Amesim、

AVL\Cluise等车辆仿真软件的应用。使学生掌握车辆仿真的基本技能，并在

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能够举一反三，将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车辆仿真技能应

用于课题研究，能够提出问题的创新解决思路，并促进学生更快更顺利的适

应研究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法和模式。在课堂案例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需要随堂完成相应的案例程序，遇到问题随时可以进行讨论分析，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多样的考核评价方式。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数值仿真算法，理解



 

 

数学本质，能够使用建模基本方法和仿真算法解决基本的数学建模和仿真问

题；能够运用建模和仿真的基本理论对车辆典型仿真任务，如行驶过程动力

性、平顺性和燃油经济性等问题进行仿真规划，理解车辆行驶过程，并具备

数学描述、机理建模的能力；熟练使用 Simulink软件建立车辆性能仿真模型

并完成仿真；能够了解车辆性能评价指标，应用仿真基本知识和数学和力学

基础，对所获取的技术信息进行归纳总结，能够对车辆行驶过程动力性、经

济性、平顺性等仿真结果进行评价和分析，能够针对主要参数对性能的影响

进行仿真分析。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提出了上机实操+卷面考试+团队作业及演

讲+平时作业的综合考核模式，旨在促进学生加强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学习 

效果 

（典型的学习效果，800字。此项属于选择项） 

本课程在学生进入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启蒙阶段，指导学生学会针对

实际工程问题，进行数学建模、分析求解，针对复杂的工程应用对象，采用

科学计算软件进行建模仿真，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科研素养，掌握基本的科

研工具。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从最简单的微分方程求解，逐步到车辆动力学

性能仿真，由浅入深，深入浅出，学生能够更快的理解和掌握车辆仿真的本

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在以下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示： 

1、高等数学在工程领域的应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进一步巩固了

基本理论知识； 

2、车辆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以及关键知识点的掌握，通过自己

建模、仿真和结果分析，深入掌握车辆动力学的基本规律； 

3、掌握了多个科学计算和车辆仿真软件的基本应用，能够独立建立仿

真模型，并进行模型调试和结果分析； 

4、通过团队合作，共同完成车辆技术领域某一特定方向的建模、仿真

和结果分析的任务，掌握了基本的分析问题、建模仿真、结果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5、为后续进行课题研究奠定的基础。 

 

学院 

意见 

（内容真实性、是否同意校园网展示等。）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附件： 

1、学生作业 

 

 



 

 

2、大作业展示 

 

  



 

 

3、项目汇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