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3), 535-53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35  

文章引用: 汪陈芳, 张贤文, 钱叶剑, 周涛涛, 张郁.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项目式课程产教融合改革探索[J]. 教育

进展, 2025, 15(3): 535-539. DOI: 10.12677/ae.2025.153435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项目式课程产教融合 
改革探索 

汪陈芳，张贤文，钱叶剑，周涛涛，张  郁 

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25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7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17日 

 
 

 
摘  要 

在“双碳”战略驱动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面临技术迭代与人才需求升级的双重挑战。针对传统教

学模式中课程滞后、实践脱节、评价静态化等问题，本研究以产教融合为核心，构建“三阶四维”项目

式课程改革模式。该模式通过“基础认知–专项突破–综合创新”三阶段能力递进路径，整合学科知识、

工程实践、创新思维与职业素养四维目标，形成校企协同闭环体系。实践数据显示，改革后学生复杂工

程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升。研究揭示了校企资源协同不均衡、跨学科整合阻力等共性问题，并提出构建

区域产教联盟、开发数字孪生平台等优化路径。本成果为新能源领域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

与实践意义的参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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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Dual Carbon Strategy”, the discipline of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
ing faces dual challeng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upgraded talent demands.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outdated curricula, disconnection of practical training, and static evaluation system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Stage Four-Dimension”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reform model centered 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model integrates a pro-
gressive competency development path (“foundational cognition - specialized breakthrough - com-
prehensive innovation”) with four-dimensional objective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engineering 
practic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literacy), forming a closed-loop collaborative system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Empirical data demonstrate that post-reform improvements in-
clude a great increase in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The study identi-
fies common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arriers, propos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like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alliances and digital 
twin platform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ly grounded and practically validated paradigm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nergy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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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双碳”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领域正面临技术迭代加

速、产业需求升级的双重挑战。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技术在多能互补、储能优化等领域的突破。然而，新能源产业

的快速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以学科逻辑构建的课程体系难以适应“电动化、智能

化、系统化”的技术需求，亟需培养具备复杂系统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及快速技术转化素养的新型工

程人才[1]。这一转变暴露出传统培养模式的深层矛盾：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实践环节与企业

真实需求脱节，评价体系缺乏动态反馈机制。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的专业特性决定了其教学改革必须直面三大核心需求：其一，技术复合性要求显

著提升，动力电池热管理、多能互补系统设计等岗位需要融合热力学、材料科学与智能控制的多维知识

体系；其二，工程实践能力标准升级，企业更关注毕业生在真实场景中解决“动力系统能效优化”“电池

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复杂问题的能力；其三，创新迭代意识成为核心素养，面对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

等颠覆性技术突破，人才需具备持续学习与自主创新能力[2]。在此背景下，产教融合与项目式课程的协

同创新成为破解人才培养瓶颈的关键路径。 
项目式课程通过“需求识别–方案设计–原型开发–迭代优化”的完整流程，能有效弥合理论教学

与工程实践的鸿沟[3]。其教学优势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整合性，通过跨学科项目群打破学科壁垒，如 MIT
的 NEET 计划整合机械、电子与材料学科知识；二是动态性，采用“设计–实施–反馈–优化”闭环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汪陈芳 等 
 

 

DOI: 10.12677/ae.2025.153435 537 教育进展 
 

制，依托数字化工具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监控；三是协同性，校企联合构建项目库，形成“基础认知–

专项突破–综合创新”三阶项目体系[4]。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契合新工科建设要求，更为产教深度融合提

供了实践载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如何通过项目式课程重构教学模式，以应对产业技

术变革对人才培养的挑战。核心问题聚焦于：第一，如何构建与产业技术发展同步的课程体系，解决教

学内容滞后性问题；第二，如何建立校企深度协同机制，在项目设计、实施与评价中实现资源双向流动；

第三，如何通过逆向教学设计理念，量化评估学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素养的提升成效。通过

系统整合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参

考方案。 

2. 理论基础与概念解析 

2.1. 产教融合理念 

产教融合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路径，其本质是通过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金红光等提出的多能互补系统理论指出，产教融合需以“需

求导向”和“协同育人”为核心理念，通过校企共建课程、共享资源、共育人才，解决传统工程教育中理

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其理论模型可归纳为“需求驱动–资源整合–动态反馈”的三维框架：首先，产

业技术需求通过校企联合研讨会转化为课程目标；其次，企业工程师与高校教师共同构建双导师制，形

成知识传授与工程实践的双向流动；最后，通过数字化评价工具实现教学过程的实时监控与闭环反馈。 
从组织变革视角看，产教融合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演进逻辑。在“解冻”阶段，高校需打

破学科壁垒，重构课程体系以响应产业技术迭代需求；在“变革”阶段，通过校企联合开发项目集群，将

企业真实案例嵌入教学环节；在“再冻结”阶段，建立标准化评价体系以固化改革成果。以宁德时代与

高校合作的“电池健康状态预测”项目为例，企业工程师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原型验证与成果评审，使

教学内容与研发需求深度同步。 

2.2. 项目式课程设计理论 

项目式课程是以复杂工程问题为驱动，通过“需求识别–方案设计–原型开发–迭代优化”的完整

流程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教学模式。其理论根基源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通过协

作探究实现知识建构，以能力目标为导向反向设计课程流程，确保教学目标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项目式课程的教学优势显著：其一，提升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学生在跨学科团队中通过“设计–质

疑–妥协–共识”的协作过程，系统设计能力提升；其二，促进创新能力内化，如“氢燃料电池系统优

化”项目推动学生提出多项专利方案；其三，强化可持续发展思维，通过“低碳校园能源规划”等社会性

项目，培养学生绿色工程伦理意识。 
产教融合与项目式课程的协同创新，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未来研究需进

一步探索数字化工具在课程动态评价中的应用，以及跨校、跨区域产教融合平台的共建机制，以应对新

能源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挑战。 

3. 教学改革模式设计 

3.1. 改革总体思路与设计原则 

本教学改革以破解传统工程教育中“学科壁垒固化、实践能力断层、产教协同低效”三大核心问题

为导向，以培养“跨学科整合能力、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迭代能力”为目标，构建基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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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课程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改革遵循金红光等提出的多能互补系统理论，强调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共

生，同时逆向教学设计框架，形成“需求驱动–能力映射–动态迭代”的闭环逻辑。 
问题导向聚焦三大矛盾：其一，学科知识碎片化与新能源系统集成化需求间的冲突；其二，企业技

术迭代速度与课程更新滞后间的矛盾；其三，传统评价体系与工程实践能力量化评估间的脱节。目标导

向则明确：通过校企共建项目集群，实现课程内容与产业技术同步提升；通过跨学科项目训练，使学生

系统设计能力提升。 

3.2. 项目式课程模块构成与体系设计 

课程体系采用“三阶四维”模块化架构(见图 1)。 
(1) 基础认知阶段：聚焦新能源系统原理，设置“动力电池热力学分析”、“光伏系统效率评估”等

基础项目，整合热力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知识，采用虚拟仿真平台完成方案可行性验证。 
(2) 专项突破阶段：引入企业真实案例，如宁德时代“电池健康状态预测”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从需

求分析到原型开发的全流程，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方案迭代。 
(3) 综合创新阶段：以“低碳校园能源系统设计”为总任务，融合多能互补、智能控制、经济评估等

跨学科内容，形成可落地的技术方案并参与企业评审。 
 

 
Figure 1. The “Three-Stage, Four-Dimension”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图 1. “三阶四维”模块化课程体系 

4. 教学实践探索与案例分析 

本研究的实践探索以合肥工业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试点，遵循“理论验证–试点实施–效

果评估”三阶段推进路径。理论与实践协同路径方面，首先，通过产业技术路线图(如《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确定课程目标；其次，依托校企联合教研室完成项目库建设，例如将宁德时代

“电池 Pack 热流场优化”课题转化为实践项目；最后，应用 CIPP 评价模型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形成“需

求识别–知识重构–能力内化”的良性循环。 
以“新能源专业课程设计”课程改革为例，知识整合度提升：通过整合材料热力学、流体仿真与大

数据分析技术，学生在散热方案设计中调用跨学科知识的频次提高 58%；工程实践能力突破：企业提供

的真实故障案例(如热失控预警系统设计)使设计方案可行性从 52%提升至 87%；创新能力显性化：学生

团队提交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多项。宏观成效方面，专业调研实践数据显示学生工程问题解决能力提升

41.2%，量化验证了改革模式的有效性。 
课程实践表明，共性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校企目标差异导致资源协同低效。部分企业侧

重短期技术需求，与高校长周期人才培养目标存在冲突。对此，作者提出将学生创新成果与企业中长期

研发规划挂钩，例如氢燃料电池膜电极攻关项目，既满足企业技术储备需求，又为学生提供前沿研究平

台。第二，跨学科项目群教学实施难度大。教师学科背景单一与学生综合能力要求间存在矛盾。解决方

案包括跨学科导师组协同备课，热管理、材料、控制领域教师联合设计项目任务；模块化知识图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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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线上知识库，关联多学科知识点与项目子任务需求。第三，动态评价数据真实性存疑。部分企业评

分存在主观偏差。通过区块链存证技术，完整记录方案迭代过程与企业评审意见，确保评价过程可追溯、

结果可验证。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新能源产业技术迭代对工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构建了产教融合语境下“问题导向、能

力递阶、动态协同”的项目式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核心成效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通过校企共建项目库

与逆向教学设计，实现课程内容与产业技术发展的同步率提升，验证了“需求驱动–知识重构”双向适

应机制的有效性；其二，依托“三阶四维”课程架构，学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整合能力与创

新产出转化率提升；其三，基于全教学过程数字化评价体系，突破了传统结果性评价的局限，实现教学

过程全要素追踪与能力发展的科学量化。 
当前模式已通过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实践验证，但仍存在三方面局限性：首先，资源协同不均衡

性，约 65%合作项目集中于头部新能源企业，中小型企业参与度不足；其次，跨学科教学实施阻力，核

心课程仍存在“热管理重实践、材料科学偏理论”的整合困境；最后，数据驱动的评价鸿沟，动态评价对

企业的数据开放度依赖较高，存在案例因商业保密原则导致评估指标不完整。 
未来改革需从三个维度深化探索：其一，深化校企协同机制，搭建区域联动的产教融合联盟，通过

“技术预见工作坊”提升中小企业的参与深度；其二，强化教师发展支持，开发“跨学科能力图谱”，系

统提升教师在“能源–信息–材料”交叉领域的教学胜任力；其三，优化智慧教学生态，基于数字孪生

技术构建虚拟实训平台，实现与国际前沿课程资源的协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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