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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低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生物质能源技术这门课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既是应

对能源危机与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绿色发展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然而，传统说教式

教学模式往往忽视学生主体地位，造成学生与知识脱节，学生仅机械记忆零散知识点，却不知

如何应用，逐渐丧失兴趣与动力，缺乏内驱力而严重影响学习质量。为培养掌握生物质能源技

术、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生物质能源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

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方面探讨生物质能源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从而激

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确保学生高效学习并适应未来职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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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the importance of biomass energy technology
cannot be ignored. It is not only the key to deal with the energy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didactic teaching mode often ignores the main position of students, resulting i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knowledge. Students only mechanically memorize scattered
knowledge points, but do not know how to apply them, gradually lose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and the
lack of self-driven learning motivation seriously affects their learning quality. In order 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ho master biomass energy technology and hav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iomass energy technology course is imperativ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teaching reform ideas of biomass energy technology curriculum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o a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ner learning motivation,
ensure that students learn efficiently and adapt to the needs of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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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危机的持续加剧，培养低碳能

源材料领域的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变得尤为迫切。这

些人才不仅是推动能源产业深刻变革、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

型的中坚力量，更是实现全球绿色经济转型和环境保护目标

的关键所在。生物质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开发利用对于减少碳排放、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承载着推动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的重任。《生物质能源技术》

课程，内容丰富多元，从生物质能源的基本原理、技术分类，

到其在实际应用中的转化过程、环境影响评估，再到先进的

生物质发酵、热化学处理等技术手段，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

生物质能源领域的专业知识，是培养低碳能源材料领域的创

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核心组成部分。该课程旨在培养具备生

物质能源研发、应用及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工科人才，使他们

成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低碳低成本能源供应的中

坚力量。

《生物质能源技术》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理

论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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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与学生的实际需求脱节。学生在课堂上往往只能机

械地记忆零散的知识点，缺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机会，

因而逐渐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与动力，更在创新思维与实践能

力的培养上受到限制。此外，课程内容与行业动态的衔接也

存在明显不足。随着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研究

成果和前沿技术不断涌现，但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

反映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需

求存在差距。这种缺乏内驱力的学习方式不仅严重影响了学

习质量，也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了改

变这一现状，生物质能源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问题驱动教学法，是一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方法。它强调将课程内容与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通

过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内在动力。这种方法能够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主动探索知识，深化理解，从而提升其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三堂融合模式，则是指课堂、实验堂和工厂堂三者有

机结合的教学模式。课堂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实验堂注

重实验技能的培养，而工厂堂则强调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

生产中的能力。通过三堂融合，学生能够在理论学习的基础

上，通过实验操作和实践锻炼，将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结合问题驱动教学法和三堂融合模式，有望解决生

物质能源技术课程中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通过问题驱动，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力，提升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另一方面，通过三堂融合，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

学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培养其成为既懂理论又会操

作的复合型人才。这一解决方案不仅符合工程认证的要求，

更能够培养出适应未来能源领域发展需求的优秀人才。

因此，针对生物质能源技术课程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

学生内驱力不足、课程内容更新滞后等关键问题，以问题驱

动教学法和三堂融合模式为核心，采用结合任务驱动学习、

导学项目实践及工厂实习内容的引入等多种教学手段，全面

推动教学革新。创新性地将导学团队深度融入实验堂，利用

专业指导和实践经验，增强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同时，引

入工厂调研视频和实习视频作为工厂堂的重要内容，使学生

能够身临其境地了解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减少

实地实习的时间成本，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2 实践目的

具体而言，教学改革的目的包括：①以问题导向为引，

激发学生对《生物质能源技术》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建立

以兴趣为导向的探究式教学方式，形成一种理论传授与创新

实践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②以“三堂融合”为辅，夯实《生

物质能源技术》实践基础，优化理论内容与实践的联动关系，

使其更贴近实际需求，满足学生的学习和社会发展需要，实

现三课堂的融合共促。③获得易于激发大学生兴趣和潜能的

《生物质能源技术》课程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掌握利于大

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自发形成的，具有可推广性和

扩展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3实践方法

3.1 学情分析为基，精准定位三课堂教学内容

本次教学改革首先关注教学内容的定制化设计，通过深

入调研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将生物质能源技术的核心知识体

系与学生的升学考试需求、深入探索愿望、实践应用能力提

升及前沿知识获取等期望相结合。通过精心设计，融合专题

讲座，深入剖析生物质能源技术的核心原理；结合案例分析，

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方法；引入科技动态与

行业趋势介绍，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学

生的升学考试需求，设计针对性的复习指导，并针对实践应

用能力提升，设计了实验项目和工厂调研视频等内容，让学

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实际操作。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教学内

容，我们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

融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 问题驱动为引，促进三堂融合教学模式创新

教学方法的全面创新是本次教学改革的另一重点。我们

整合现代教育技术工具，如学习通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

的教学模式，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同时，结合生物质

能源材料制备和器件构筑的科研训练项目，让学生在实践过

程中掌握实验技能，培养实践能力。这样的教学方法旨在构

建一个充满趣味与互动的学习环境，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实践能力。通过进一步引入工厂调研视频和实习视频作为工

厂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学生能够在虚拟环境中亲身体验

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从而大幅减少实地实习的

时间成本，进一步拉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3 三堂融合为据，全面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

为了全面评估学生的学术成长与综合素质，我们构建了

多维度、立体化的评价体系。该体系不仅关注学生对生物质

能源技术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更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

新思维、团队协作及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能力的发展。通过

引入同伴评价机制、强化自我评价环节、项目报告与实验设

计评价以及设立创新奖励机制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内驱力，

促进其主动学习、全面发展。根据三学堂教学结果，将实验

实训总结和线上实习感悟作为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考察

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评估其创新思维与实践操作的严谨性。

4 具体实施方案

4.1 学情分析为基，精准定位三课堂教学内容

在课程准备之初，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精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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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对该课程的多样化需求，深入剖析学生的学习需求与

期待。我们了解到学生们不仅希望课程内容能够紧密贴合升

学考试要求，为他们未来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基础，更渴望

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探索，满足对生物质能源技术深层次原

理和如何实际应用的好奇心。同时，学生们也期待在课堂上

展现自我能力，通过参与和贡献获得认可与成就感。此外，

他们重视教师的专业权威性，希望从资深专家那里获取最前

沿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内容，我们

期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从

而培养出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

复合型人才。

4.2 问题驱动为引，促进三堂融合教学模式创新

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致力于教学方

法的全面革新。通过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工具，如学习通平台，

我们实现了课前预习与课后复习的无缝对接，丰富了学习资

源的获取途径，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便捷性和趣味性。同

时，我们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课堂的

时空限制，增加了课堂讨论的频次与深度，通过抢答、小组

合作等形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投入度。

此外，我们尤为重视实验教学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基于学院

农林学科优势，让学生参与到生物质能源材料制备和器件构

筑的科研训练项目中，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培养他们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通过利用本地产业优

势，与竹木校企合作，通过虚拟实习，让学生在课程对应的

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在实践中深

化理论理解，增强学习成就感。这一系列教学方法革新，旨

在构建一个充满趣味与互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掌握知识，激发探索欲，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4.3 三堂融合为据，全面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

多维度、立体化的评价体系，才能全面评估学生的学术

成长与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不仅聚焦于传统的知识掌握程度，

更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团队协作及社会责任感

等多方面能力的发展。首先，我们引入同伴评价机制，鼓励

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评价，在交流碰撞中激发新的灵感

与视角。这种互评方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还能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巧。其次，强化自我评

价环节，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学习过程，明确个人优势与不足，

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我们鼓励学生以日记、学

习心得等形式记录自己的学习历程，帮助他们形成自主学习

的良好习惯。再者，实验实训总结和线上实习感悟成为评价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科研训练项目、完成实验

任务，学生需展示自己的研究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

维。我们重视过程的评价与反馈，鼓励学生不断尝试、勇于

挑战，即使失败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基于获得的

教学效果数据，分析评估教学内容设计和所采用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的合理性。进而，调整教学内容和相应的教学方法，

来持续改进和不断完善该课程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图 1)。

图 1 实施方案整体概况

5 结语
通过针对性的教学改革策略，可以有效提升生物质能源

技术课程中学生的内驱力，促进其深度学习与主动探索。这

不仅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成长，也为培养具有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的生物质能源领域人才奠定坚实基础。未来，

应持续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探索更多元化的教学路径，以

适应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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