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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风能、太阳能、氢能、核能等清洁能源技术迅速发展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清洁方向转变。能

源的“制备用储”问题成为其应用推广的关键，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本

文以“双碳”背景下，重庆理工大学两江国际学院的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为载体，开展以产业

需求为牵引，贯彻产教协同育人和三全育人理念的育人体系建设与探索工作，并围绕育人体系

与建设思路构建了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为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

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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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energy structure.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such as wind, solar, hydrogen, and nuclear power has driven the energy structure
toward a low-carbon and cleaner direction. The issues of energy "production,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have become key to its widespread application, lead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Stor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under this backdrop.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nergy Stor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Liangji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
carri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arbon". It carries out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an
education system that is driven by industrial demand,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industry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construct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guarantee measures
around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ideas. It provides strong intellectual an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ual carbon" goal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ergy strategies.
Keyword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energy stor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education synergy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2]。”在“双碳”目标推动下，太阳

能、风能、核能、氢能等能源技术迅猛发展，化石能源比重

逐步降低，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清洁方向转变[3-5]。由于上

述清洁能源多具有间歇性、不稳定或并网难等特点，储能技

术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各类储能项目纷纷落地，储能产业

快速发展。全国范围内，各高校开始面向产业，积极培育与

“双碳”相关的新兴学科方向，推动传统优势学科与新兴交

叉学科相融合。

2020 年西安交通大学最早获批设立储能科学与工程专

业，截至 2023年全国已有 63所大学开设了储能科学与工程

专业。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旨在培养面向能源、化工、电网、

新能源技术、能源管理、电池技术等专业领域的国家迫切需

求的“高精尖缺”人才[6-7]。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一个典型

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兴专业，课程体系涉及能源、材料、化学、

机械、仪器、物理、电气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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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理工大学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布局，面向重庆市能源

产业，招收首批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储能科学与工

程专业为新办专业，尚未形成成熟的、可供借鉴的经验。面

向“双碳”目标，专业建设中仍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解决：（1）

传统的通识教育难以满足培养目标中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需求，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2）缺乏产学研合作基

础，产教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

因此，本文产业需求为牵引，贯彻产教协同育人理念，

实行案例式和项目式教学方法，探索实践育人模式，提升学

科建设内涵，促进育人目标，以期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育人

方法体系，提升育人质量，满足“双碳”目标及产业对复合

型人才的要求。

2 专业建设现状分析

2020年，教育部批准西安交通大学首设储能科学与工程

专业（专业代码为：080504T），自此开启了我国储能科学与

工程专业高等教育的新篇章。自设立以来，储能科学与工程

专业发展迅猛，在短短 3 年时间内，便有 60余所院校开设

此专业。以上数据充分表明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双碳”

背景和国家能源战略下，越来越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重庆理工大学两江国际学院于 2022年

通过教育部备案，2023年 9月正式开始第一届储能科学与工

程专业本科生招生，自此学院开始了中外合作办学与普通专

业办学并轨运行阶段。

以重庆理工大学为例，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包括传

热学、储能原理、储氢技术及应用、电化学基础、热工测量

技术、储能材料基础、电力系统储能应用技术、燃料电池技

术、制氢工艺与技术、新能源与分布式发电、太阳能存储工

程、纳米材料、能源环境工程、电子技术基础、工程制图、

电路原理、燃料电池综合应用实践、热工过程数值模拟、储

能系统仿真实践、生产实习等。总体来看，课程内容涵盖了

化学、材料、电气、机械、仪器等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数

值模拟、仿真建模等实践课程，注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具备扎实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新型储能设备原理与开发利用、

能源洁净高效转化利用的应用型复合人才。

但是，通过上文不难发现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涉及多学

科知识，学习难度较大。学生需要具备扎实的物理、化学基

础，掌握多门专业课程知识，学习任务较为繁重。同时，由

于储能科学、能源技术相关领域技术迭代迅速，学生和教师

都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3 育人体系探索与实践

为了解决在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中仍存在的传统

的通识教育难以满足培养目标中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和缺乏产学研合作基础，产教协

同育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重庆理工大学两江国际学院以课

程团队为单位，将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作为抓手，“促”三

全育人体系建设。在教学过程中，课程教学团队和辅导团队

紧密合作，教学团队负责专业课程教学和学科前沿案例打造，

辅导员团队负责政策解读和思政元素挖掘，学院教学督导团

负责学风建设、组织集体备课，学院领导则定期巡视教学工

作为教学运行提供资源保障和支持。学院持续强化以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发

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畅通第一二

三四课堂融汇渠道，实现专业课教学与课程思政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立德树人。育人体系与建设思路如下：

（1）破除畏难情绪。在教师群体中充分宣传专业课程

与课程思政同步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推进储能科学

与工程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同步建设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可

能对教学改革存在畏难心理，认为专业课程应以技术知识传

授为主，思政元素的融入会增加备课难度，或担心生硬结合

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必须从思想引导、政策激励和教学支

持等多方面入手，帮助教师转变观念，增强信心，使其充分

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牢固树立教师以课

堂为主渠道开展“三全育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目标导向，

建立“知识技能”“工程素养”“人文涵养”“道德标准”“家

国情怀”之间的协调联动，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改革的必要

性。在思想上，破除教师对教学工作实施的畏难情绪。

（2）为适应“双碳”目标下储能行业对高素质创新型

人才的需求，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需持续优化课程体系，推

动教学内容的动态更新，并充分发挥科研反哺教学的作用，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升级课程架构，教学内容，

以科研反哺教学，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建立课程反馈机制，

寓教于学、寓学于练、寓练于做，建立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桥

梁，以提高课程效果和展示度、学生获得感为目标，以知识

点、思政元素、思维养成等角度完善课程大纲和架构。引进

青年教师，鼓励科学研究，实施激励措施，促进青年教师将

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通过项目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提

升学生对宽泛的理论知识的形象化理解，提升学生掌握知识

和运用知识能力。积极与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

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实验室、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3）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需

突破传统专业教育的局限，深入挖掘课程、科研、实践中的

育人新元素，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

协同体系，培养兼具专业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

素质人才。深入挖掘育人新元素、建立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育人理念与体系。探求各个课程之间的关联，

建立知识图谱，解构专业课程的学科体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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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建立价值导向、创新意识、积极呼应时代和社会主题，

传递正能量。

为了保障育人体系与建设思路的顺利实施，并取得良好

的育人效果，学院采取了如下举措：

（1）完善教学督导机制，构建动态反馈优化体系

为确保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的有效实施和持

续改进，学院建立了系统化的教学督导与反馈机制，通过多

维度、多阶段的动态评估，全面提升课程质量和育人成效。

学院在定期教学例会的基础上，每学期组织课程建设汇报会，

由课程负责人围绕实施思路，汇报课程推进和落实情况。学

院教学督导团不定期对实施专业课程开展听课、谈话促提升

活动不少于 3次，并及时将听课结果和建议反馈课程团队。

举办中期座谈、期末座谈活动分别从教师、学生的角度开展

课程评价与反馈建议。

（2）强化党建引领，推动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的教育征程中，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显得尤为重要。党员教师们以身作则，积极投身于教学研讨

会的各项活动中，在党支部活动中更是主动担当，将专业课

程“课程思政”建设这一重要议题摆上桌面，进行深入且富

有成效的研讨。在教学研讨会和党支部活动时增加对专业课

程“课程思政”建设的研讨。以专题报告、案例演示、参观

学习等形式推进课程团队各专业课程的案例库建设。通过这

些形式多样的活动，课程团队的教师们积极参与到案例库建

设中来。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挖掘专业课程中的

思政元素，收集和整理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案例。

（3）构建“四位一体”课程建设体系，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为全面提升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质量，学院建

立了以专业课程主讲教师为核心的课程负责人制度，系统推

进“四位一体”课程改革。各课程团队由专业教师、思政教

师和企业导师共同组成，通过“一课一策”制定个性化建设

方案，重点开展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建立“专

业知识-思政要点”映射矩阵，开发具有专业特色的思政案例

库。以专业课程主讲教师为负责人，建立课程建设课题，加

强开展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入，加强以科研反哺教学、

以产业需求导向教学内容改革，以产教融合促进教学质量提

升。鼓励教师跨校、跨区域交流学习，每学年开展教学大纲

的修订和优化工作；设立课程建设经费，促进落实课程目标

设计、教学大纲修订、案例库设计、实现一二三四课堂融会

贯通。

4 结语

重庆理工大学两江国际学院自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建

设，以社会需求和学生发展为培养的目标导向，积极开展全

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体系建设，持续

深化教学改革，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贯彻产教协同育人

理念，实行案例式和项目式教学方法，实施基于“双碳”战

略背景下的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随着“双碳”目标

的持续推进、储能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支持，储能科

学与工程专业将在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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