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5), 868-874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45 

文章引用: 韩义勇, 梁巍, 潘东鑫, 郑志伟, 范毅, 韦壹, 班璐. 双碳背景下“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教学体系构建与

实践[J]. 教育进展, 2025, 15(5): 868-874. DOI: 10.12677/ae.2025.155845 

 
 

双碳背景下“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教学 
体系构建与实践 

韩义勇，梁  巍，潘东鑫，郑志伟，范  毅，韦  壹，班  璐* 

南宁学院交通运输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5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3日 

 
 

 
摘  要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我国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占比超50%，2023年汽车产业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50%时，传统燃油车仍占主导，纯电动汽车不足7%。这为新能源汽车人才

培养带来双重挑战：既需面向新能源汽车前沿技术创新需求，又须兼顾传统汽车庞大存量市场的技术支

撑。本文提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创新教学理念，构建多学科交叉教学体系，建立工程创新平台，

确保工程感性认识和能力教育的持续实施，激发创新思维。通过创新课程实验教学体系和工程创新实践

训练，优化评价方法，培养新能源汽车工程创新人才的知识、能力、素养，推进教学体系转型升级，引

导教学向“自主学习、主动实践、追求创新”转变，实现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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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carbon” goal,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s power industry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ill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in 2023. 
However, when the market penetration rate of new energy vehicles exceeds 50%,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s still dominate, and pure electric vehicles are less than 7%. This brings dual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needs of cutting-edge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huge stock market of traditional vehicle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teach-
ing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con-
struct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system, establishes an engineering innovation 
platform, ensures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per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ability education, and stimulates innovative thinking. Through the innovative curriculum experi-
mental teaching system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 practice train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 is op-
timized, the knowledge, ability and literacy of new energy vehicle engineering innovation talents 
are cultiva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eaching system are promoted, and the 
teaching is guided to transform to “independent learning, active practice, and the pursuit of inno-
v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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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双碳”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加快绿色低碳产业变革步伐。2021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强调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提供方向[1]。党

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并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作为教育体系改革的核心路径[2]。新能源汽车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其产业链的技

术革新和人才需求成为检验产教融合成效的重要领域。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科交叉融合

成为必然趋势。然而，传统以理论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如重知识轻能力、重课堂轻实

践、重成绩轻育人，难以满足创新人才对大国工匠的需求，也不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3]。因此，本文提出“产教融合、教科融汇”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符合新能源汽车

行业快速发展所需的高素质、高质量人才。 

2. 汽车类专业教育现状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高等院校逐步将新能源汽车专业纳入重点建设领域，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专业群体。但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存在许多问题，难以全面满足产业对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需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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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内容与实际需求脱离 

当前的教育内容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导致学生缺乏行业急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例如，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科结构僵化，过时的基础课程仍占据主导地位，

而对新兴技术和跨学科领域的探索不足。此外，由于教学内容的单一性限制了学生对学科本质的全面理

解，阻碍了学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降低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5]，进而削弱了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

争力。 

2.2. 培养模式缺乏针对性 

目前，高等院校在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上定位模糊、人才培养规格上层次不清[6]，现有培

养模式在针对性和适应性上的不足，使得现有的学生培养模式未能有针对性的对有特定潜力的学生制定

专门的培养方案，使得高校难以将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乃至国家所急需的专业人才方向进行培养。目前，

急需一套具有培养发展规律、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养成培养体系，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2.3. 实践教育资源不足 

目前而言，多数高等院校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往往在实践教学部分存在诸多问题，这对于培养学生的

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的提升产生了阻力。许多高等院校无法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教育资源，导致学生

无法进行有效的实践能力培养，影响了学生技能的学习与能力的构建[7]。例如，实训条件有待改善，实

训空间不足，原有实训场地改造困难大，工位数较少，且缺少实训相关课程资源。此外，一些学校的专

业课设置大多以售后服务为主，具有一定的行业局限性，对于汽车的生产、检测以及维修方面的人才培

养还有待发展。 

2.4. 企业参与度不足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一些合作仅停留在表层，缺乏在课程开发、项目实践等方面的深入协作，未能

形成稳定的协同育人机制[8]。例如，目前校企合作模式下的高等院校的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学模式创新仍

需加强，学校的专业培养多以理论授课为主，与企业的合作不够紧密，可提供的实习平台不够充足，学

生的实践需求得不到完全满足。这使得学生无法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和技术，无法有效提升实践能力。 

3. 构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教学体系 

3.1. 建立“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人才培养路径 

校企合作与项目对接是基础。学校与企业签订协议，组建团队，明确合作目标和内容。企业将技术

需求和技术难题转化为课题，师生参与研发。企业提供的项目案例可转化为教学案例，形成案例库，用

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 
课程体系优化与教学资源开发是关键。根据企业需求和行业趋势，调整课程内容，将企业技术融入

课程体系，开发教材、课件、微课、虚拟仿真等资源。学校与企业共建教学资源库，整合技术案例、教学

视频、实训工单等资源，为教学提供支持。学校引导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

时吸引优秀人才参与校企合作。 
师资队伍建设和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是支撑和提升。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技术研发和

生产实践，提升实践能力和工程素养。组织教师参加企业培训和技术交流活动，考取行业认证，成为“双

师型”教师。学校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吸引实践专家加入教学团队。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在线

课程和移动学习平台，提供课程资源和学习支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化教学工具，

实现个性化学习和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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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合作、课程优化、科研与教学融合、实践教学、师资培训及信息化手段应用，形成完整闭

环，确保企业技术融入课题体系，推动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培养高素质人才。学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为企业输送优秀人才，促进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提升。 

3.2. 构建学科交叉融合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实践教学体系(见图 1) 

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同时兼顾新能源汽车前沿技术创新与传统汽

车存量市场的技术支撑，建立以成果为导向、将科学素质与工程素质融入其中，贯穿学生在高校求学的

生活之中，结合课内外的培养体系，有效破解创新教育“碎片化”难题。对于低年级学生，开设“机电

创新谋划与设计”“工程训练”“创新方法的引导”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其兼并创新、

实践及团队协作能力，让学生逐步具有科学、创造性的思维，为后续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对于高年级学

生，依托专业核心课程、系列创新研究型课程，以及“本科研究拓展计划”“本科实习优进计划”等课

外训练项目，开展课内外融合的创新教育，系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素养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

能力，助力学生在专业领域实现深度发展。同时，建立涵盖不同类型课程的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及能力跟

踪提升体系，精准把握学生学习动态，为创新教育目标的实现与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有力支撑，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Figure 1.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talent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图 1. 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人才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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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覆盖本科全程的实践环节，例如“跨学科工程认知实践”“专业工程实践”“企业工程实践规

划”“科研项目机会”等，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强调系统级问题的解

决能力。将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视为人才培养生态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同时鼓励学生通过社团活动、科技竞赛、创新创业实践、专业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全方位培养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专业素养。 
推动培养方案从传统的“学科逻辑”向“产出导向”和“问题驱动”转变，实现“立德树人”与“专

业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打破学校、学科、知识、学习和课堂的界限，促进学科交叉与深度融

合，秉持开放理念，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和多学科交叉领域，推动知识体系创新、深度工程化学习

和开放协同育人模式的发展。 

3.3. 搭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创新实践平台 

为支撑面向大工程的新型的新能源汽车工程实践人才培养，搭建新能源汽车产教协同创新平台和实

践基地。一方面，秉承创新引领的培育理念，将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高等前沿技术，搭建“新工

科”新能源汽车工程实践平台，该实践平台聚焦动力电池热管理、智能驾驶算法、车路协同系统等核心

领域，整合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开发虚拟实训环境，模拟

新能源汽车的检测、维修和装配过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又兼顾传统燃油动力的技术支撑，构

建覆盖“研发–生产–测试–服务”全流程的工程实践环境。实践教学与实训基地建设相结合，学校与

企业合作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配备真实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环境，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进行实践

操作。学校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为企业

输送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另一方面，形成模块化、系统化、阶梯化的课内实践教学体系；集中校内资源，基于科研平台，搭建

资源协作、互鉴互融的实践教学平台群，塑造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生态。构建“基础层–专项

层–产业层”三维递进体系，通过技术融合打破“三电”技术壁垒，建立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智能

驾驶的跨学科实验模块，通过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开发虚拟仿真设计课程，将企业技术标准等融入教学，

通过国际融合：与东盟高校共建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联合实验室，培养适应中国–东盟市场需求的跨境

技术人才。 

3.4. 构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创新课程教学体系 

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构建精准适配的课程体系迫在眉睫。该体系应紧扣工程逻辑，筑

牢数理基础，积极探索前沿交叉课程，深度推进产教融合，稳固根基。具体实施层面，需着重强化数理

与专业基础课程，构建坚实的“三电 + 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精心打造覆盖“设计、生产、销售、保险、

运维”等关键环节的全产业链课程架构。 
在此基础上，增设“思政与文化素质模块”，着重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文化素养、人际交往协

调能力以及表达沟通与写作能力，致力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外，精心设置“新能源汽车导

论”课程，助力学生深入理解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概念、发展历程、主要分类，以及在设计、生产、使用过

程中必须遵循的安全准则和社会伦理规范等关键要素。 
纵向形成“基础理论–专业技术–实践应用–创新拓展”分层课程架构，覆盖三电系统、智能网联

等核心知识；横向深化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共编课程、共建实训平台、双师联合授课，嵌入产业技术标

准与真实项目；同时推动科教融汇，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以技术创新项目、学科竞赛为载

体，引导学生参与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培养契合产业升级需求的创新型工程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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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课程群涵盖设计、生产、销售、保险、运维全产业链内容。每门课程依据工程教育理念，

明确课程目标，精选教学内容与手段，融合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包括虚拟、远程、实操等多种方式，构

建“想学即可学”的开放式实践教学环境，全方位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 

3.5. 层次化新能源汽车工程创新实践训练教育 

新能源汽车实践教学以“全产业链”为切入点，通过革新实践内容、优化实践设施、改进实践方法、

完善教学方案，深化教学内涵，开展贴近实际的工程训练。依托汽车工程中心的优质教学环境，营造复

杂工程问题的教学场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跨学科融合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实验

课程重组与结构再造”的创新教学模式。层次化工程训练教育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 以实际工业环境为蓝本，以全产业链为脉络，优化工艺基础训练模块，强化学科交叉工艺综合实

践训练[3]。聚焦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构建工程实践课程体系。以科研项目全周期驱动实践课程整合，

形成跨学科教学架构。通过科研反哺机制转化成果，开发特色实践资源，融合社会服务项目，实现产学

研闭环培养。将横向课题与校企项目拆解为新能源汽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实现“题目出自教学、文章

出自科研、成果产于课堂”，服务教学和育人，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跨学科融合能力和自主学

习能力。具体而言，课程设置应紧密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电池研发、电机设计到整车

制造与维护，确保学生掌握全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和技能。例如，在电池技术课程中，不仅教授电池材料

的理论知识，还通过实验和实践项目让学生亲身体验电池的组装与测试过程。在电机与电控系统课程中，

结合实际工业案例，让学生了解电机的运行原理和故障排除方法。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2) 以培养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工程素质教育。打造以大制造学科为基础的综合

性、开放性实验教学体系，以智能化为核心，以设计、生产、销售、保险、运维全产业链为依托，营造科

学创新和技术突破能力的培养环境。在问题分析与解决、创造与评价、建模与设计、仿真与人工智能的

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确保学生紧跟科学与技术前沿动态。在实验教学体系中，

引入智能化技术和工具，如虚拟仿真软件、自动化测试设备等，为学生提供先进的实验平台。通过设计、

生产、销售、保险、运维等全产业链的实践项目，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锻炼综合能力。例如，在设

计阶段，学生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进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在生产阶段，通过实际

操作自动化生产线，了解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在销售和保险环节，学生可以参与市场调研和保险方案

设计，提升市场洞察力和风险管理能力。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实践训练，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专业知识，还

能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3) 遵循 CDIO 工程教育模式，规划实践基地布局，建设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创新实践场所。该场所

设施完备、空间充足、布局优化、配套齐全，设有中心设置四大特色功能区：动力系统协同开发室(配备

电池模组拆装平台与电机测试台架)、智能电控仿真实验室(集成 V 型开发系统与硬件在环设备)、轻量化

材料工坊(配置碳纤维 3D 打印与复合材料热压成型设备)、智慧出行验证中心(搭载车路协同仿真系统与

充电桩测试平台)。 
通过这些举措，打造全面系统的新能源汽车实践教学体系，为行业输送高素质、适应发展需求的人

才。实践主导的培养模式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增强跨学科融合与自主学习能力，为新能源

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 结论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产教融合、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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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的创新路径，构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这一平台通过产教协同与科教

互哺，有效解决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碎片化问题，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系统集成能力和创

新思维。这不仅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也为其他产业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套可推广的“双碳”背景下工科教育实践路径，为培养符合社

会需求的高质量、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这一成果不仅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相关产业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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