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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应用型本科

能源动力类新工科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丁 艳 王桂卿 仝军令 张 辉 刘 聪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州 221008）

【摘 要】 为适应双碳战略和新工科发展要求，培养适用能源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分析了传统

能动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课程调整与升级、跨学科融合、校企合作以及项目训练方面探

讨能动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立足专业特

色，对标企业需求，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促进地方本科

高校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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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ual-carbon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ew engineering and to cultivate

applied innovative talent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energy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traditional active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l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for

active majors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ject training. Based on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jor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in Xuhai Colleg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caters to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promot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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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

出，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不可忽视。为应对这一严

峻挑战，国际社会普遍呼吁推进低碳经济，实现可

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快速发展的国

家，中国在双碳目标下的转型也成为当前的重要议

题[1,2]。

在双碳背景下，工程领域的绿色发展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3,4]。高校能动专业是其中的关键领

域之一，涉及到能量转换、机械设计和系统控制等

第 37卷第 6期
2023年 12月

制冷与空调

Refriger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Vol.37 No.6

Dec.2023.873～877

mailto:dingyan02@126.com


·874· 制冷与空调 2023年

重要内容。然而，在传统的工程教育体系中，往往

存在着理论脱节、实践短板和创新意识不足等问

题，导致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有效应对复

杂的工程挑战[5]。

因此，分析传统能源动力类专业人才培养中存

在的问题，探讨应用型本科能源动力类新工科人才

培养模式，对于培养低碳技术人才、绿电人才，推

动双碳经济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能源与

动力工程专业（简称“徐海学院能动专业”）为例

拟探究双碳背景下能源动力类新工科人才培养的

部分举措与实践，以期对同类院校相关专业的人才

培养提供一定参考。

1 传统能源动力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双碳经济的推动使得清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

域的人才需求大幅增加。同时，新工科的发展需要

具备跨学科背景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能够应对复杂

问题和未来挑战。双碳与新工科的融合也促使出现

了新的交叉学科和职业领域，需要具备多元技能和

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才。为了充分了解能动专业人才

培养与行业需求的适应情况，徐海学院能动专业针

对近三年的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研，调研结果表

明，传统能动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专

业交叉融合、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已无法满足

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课程设置与行业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

根据调研结果，57%的同学认为传统能动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依然偏向理论导向，课程

体系结构过于宽泛、面面俱到，没有突出特色与核

心。此外，传统能动专业课程设置中没有充分体现

对绿色技术的融入，从而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技能

与行业实际需要知识与技能脱节，造成学生“找不

到合适企业”，企业“招不到人”的矛盾局面[6,7]。

（2）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面存在不足。目前，

随着行业的高度发展，能动专业已涉及到多个跨学

科领域。根据调研结果，67%的同学认为传统能动

专业过于侧重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导致专业

交叉融合的视野相对狭窄；54%的同学认为传统能

动专业在人才培养中缺乏跨学科交流的机会和平

台，限制了专业融合与发展。这导致学生能力的单

一性和专业性，无法具备跨学科思维和综合素质的

发展，与现代工程实践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3）实践创新能力训练不足。调研发现，半

数以上的同学认为进入企业后明显感到实践操作

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目前能动专业的实践环节主

要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企业实习两个方面。校内实

训内容与工程实际存在脱节现象；校外实习实践不

够深入，流于表面。导致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校企合

作不够深入[8]，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学校和

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机制，导致双

方需求和期望的不匹配。二是校企合作项目缺乏实

际操作环节，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真正提供

学生实践和实际工作经验。三是双方合作缺乏长期

规划和战略合作意识，往往只是短期合作项目而非

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9]。上述问题限制了学生实际

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 双碳背景下能源动力类新工科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
在双碳背景下，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新

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能动专业人才培养中，需要以创新思维和跨

学科合作为基础，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并将

其应用于解决能源和环境挑战。通过课程调整与升

级、跨学科融合、校企合作以及项目训练，可以有

效推动能动专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绿色发展应用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类新工

科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总体思路如图 1所示。

图 1 总体思路框图

Fig.1 The general idea block diagram

2.1 重视课程调整与升级

随着双碳政策的推进，能源领域面临巨大的挑

战和机遇。在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

行业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增

加新能源、清洁能源、能源效率等方向的相关课程，



第 37卷第 6期 丁 艳，等：双碳背景下应用型本科能源动力类新工科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875·

培养学生在可再生能源、能源储存和智能能源系统

等方面的技能和知识，以适应双碳背景下行业的需

求变化。

2.2 强化跨学科融合

能源与动力工程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机械工

程、材料科学、电气工程等。双碳背景下，智能能

源系统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

开设跨学科的课程和项目，加强对相关知识和技术

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处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

网等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能力，帮助学生培养综

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跨学科交流的技巧。

2.3 加强校企合作

培养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应用型高校的重

要任务。通过与企业、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

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真实的能源与动力

项目，并与专业人士进行合作，加强实践能力的培

养。

2.4 突出项目和竞赛训练

面对双碳背景下的挑战，需要有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项目和竞赛训练可以有效地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10]。通

过科研项目、创新项目和学科竞赛，锻炼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

新思维，鼓励他们在能源与动力领域发展新技术、

新产品或新服务。

3 徐海学院能动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实践

图 2 “产学研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Fig.2 Four-in-on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Production,

Learn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徐海学院能动专业 2019年被列为徐海学院江

苏省一流本科培育专业，下设热能工程和制冷工程

两个专业方向，该专业旨在培养掌握能源高效转化

与洁净利用技术，能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及可

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领域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制

造、运行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具有创新思维、

团队合作能力，富有家国情怀的应用创新型高素质

人才。双碳背景下，为了培养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

新工科人才，徐海学院能动专业采用“产学研创”

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跨学科能力，如图 2所
示。

3.1 对标行业需求优化升级课程体系和内容

徐海学院能动专业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充分

重视对标行业需求。例如，2022 版培养方案中，

根据对毕业生和相关企业的调研结果，适当删减

与行业发展脱节的原有课程或课程中的相关内

容，对控制工程与热工控制内容进行整合升级，

新增设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新能源概论、能源

工程与低碳、发电厂电气、流动与传热数值计算

等课程，这些课程内容涵盖了能源工程、动力工

程、电气工程、热能工程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同

时既包含理论知识，又包含实际案例，教师教学

中通过项目驱动式教学，引导学生跨学科地思考

和解决实际问题。

3.2 通过“3+1”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多维实践训

练平台

徐海学院能动专业长期致力于开展深化校企

协同育人工作，积极主动地与相关能源和动力行业

的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采取“3+1”模式推

进产教融合不断深化。“3”是指三个基地：校内实

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产学研基地；“1”是指产

学研创新项目。

校内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锻炼知识综合运用

的机会，通过综合设计或仿真模拟提升学生的运用

知识分析和设计的能力。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

直观了解行业的机会：通过在企业实际生产环境中

进行实习实训，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行业要求、技

术应用和实践操作。产学研基地为学生提供从行业

视角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机会：通过聘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担任教授、讲师或兼职教师，为学生提供专

业指导和行业经验分享；引入企业导师参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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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组织企业员工开展专题讲座、“专家进课堂”、

工程案例分析等活动，使教学更加贴近实际应用需

求。产学研创新项目为学生提供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的实战经验：针对企业技术瓶颈问题，形成产学研

项目，由高校教师牵头进行攻关，学生以项目成员

身份参与其中，充分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3 “课程-项目-竞赛”三位一体实现跨学科融

合和创新能力培养

在能动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中，跨

学科合作将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徐海学院能动专

业采用“课程-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实

现跨学科融合和创新能力培养。通过选修课设计并

实施与能源动力相关的创新教育课程，如智慧能源

概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Flunet数值模拟等

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为开展创新项目和竞赛奠定知识基础。利用线

上课程为学生提供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不

同学科知识自主学习机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能

源动力行业的全局和影响因素，为创新提供更广阔

的视野和思路。利用第二课堂跨专业组织学生参与

能源相关的项目和竞赛。例如，参与太阳能发电站、

风力发电站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参与

能源储存系统的设计与优化，参与智能能源系统的

开发与应用，将项目成果梳理总结，参加挑战杯、

互联网+和节能减排等各类竞赛。通过项目和竞赛，

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中，让学

生快速了解行业内的最新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激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跨学科协作思维，并培养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此外，通过“课程-项目-竞赛”同时打造跨学

科教师团队，根据项目和竞赛需求组建跨学科的教

师团队，包括能源工程、动力工程、电气工程、控

制工程、材料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和教授。这样

的团队可以为学生的创新项目和学科竞赛提供全

方位的指导和支持，同时在课程设计、实验教学、

科研项目等方面进行合作，从而促进学科之间的知

识交流和融合。

4 实践效果
经过上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徐海学院

能动专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艾瑞深校友会 2023

中国能源动力类一流专业（应用型）排行榜中，我

院能动专业位居全国第 18位，获评中国高水平应

用型专业。同时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在就业、

升学和企业满意度方面均有明显突破。本专业近三

年年终就业率均接近 100%，近三年研究生录取率

接近 15%。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本专业学生近几

年进入五大电力系统、华润、国信集团、徐工、格

力、天加等著名企事业单位的人数明显增加；研究

生录取学校的层次较高，大部分学生被中国矿业大

学、江苏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优

质高校录取。同时，根据用人单位的反馈，本专业

毕业学生基础扎实、专业综合素质好、实践创新能

力强、岗位适应快，因此一些就业门槛较高的企业，

例如国信集团、华电集团、华润集团、大唐国际、

协鑫集团、光大集团、杭氧集团、四方锅炉、虹洋

热电等单位近两年陆续进入校园开展能动专业专

场招聘，并优先录用本专业学生，部分企业同时成

为本专业的实习基地，并与本专业建立深度的校企

合作关系。

5 小结
双碳背景下，应用型本科能源动力类新工科人

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影响。本文通过课程调整与升级、跨学科融合、校

企合作以及项目训练等方面的探讨，旨在培养适应

能源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创新型人才；以徐海学院

能动专业为例，立足专业特色，对标企业需求，提

出“3+1”构建多维实践训练平台和“课程-项目-

竞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产教融合、

跨学科融合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为地方本科高校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提供了参考，同时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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