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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能源与动力行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高校人才的培

养目标以及课程体系建设等等都与行业的发展逐步吻合，同时也

开始逐渐朝着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方向发展。

这一发展趋势需要我们对课程体系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完善，继而

实现课程内容的充实与创新，进一步实现教学方式的改革，促

使学生的培养可以更加符合社会行业的需求。

1  国内外借鉴

1.1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在上世纪末期所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中，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发表了新世纪的教育宣言。并且在宣言中也十分显著地指

出，要保证不断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环境与机遇，对于高等教育

来说，需要将学生的创新技能以及主动精神充分提高起来，毕

业生已经不再单纯地作为求职人员，而是首先作为工作岗位的创

造人员甚至是提供者。在美国的国内，大约有超过四百多个学

院与大学会为学生提供形式与种类多样的创业课程，不仅如此，

在哈佛、斯坦福等顶级大学更是会为学生给予创业方面的专业课

程与学位。而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英国政府尝试启动了有关

大学生创业的相关项目，日本则是在高校中积极地鼓励创业类相

关教育，并且也在国会上通过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通过这

种方式来逐渐将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充分激发出来。

而在我国21世纪的初期阶段，相关教育部门逐渐将上海交通

大学、清华大学等等9所作为创业创新的相关试点学校。通过积

极地开展有关创业计划大赛等等项目来积极地驱动学生进行有关

创新创业的相关教育，由此也开始逐渐的拉开了我国创新创业教

育的帷幕。在十八大之后，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工作开始有序的

进行，通过创建与构建创业教育的意识以及系统的知识体系，对

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意义重大，不仅如此，还可以为学生给予

有关创新创业所必备的技术咨询。

1.2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

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国际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将

创新创业教育逐渐重视起来，甚至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

逐渐的成立了一整套相对比较成熟的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创业支持

的相关体系，由此也逐渐收获了相对优质的教育成果与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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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地

总结与概括出了有关创新创业教育所蕴含的如下三层含义：首先，

通过学习来逐渐掌握有关创新创业；其次，通过学习来逐渐的成

长为一名富含创业精神、品质以及能力的创新创业人员；最后，在

接受教育与实践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成为开发新产品的创新人员

以及企业经营的企业家。

通过长时间的创新创业的研究以及实践可以发现，在有关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面所获得的收获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高校校园的有关创新创业的文化理念进行比较深度的培

养，继而逐步为学生创造一种相对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氛围；其

二，建立有关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构架，继而逐步的形成有

着十分显著专业特色的创新实践的相关基地；其三，逐渐树立起

有关高校自身的教育教学的理念与办学的相关信念，逐渐实现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有效融合。其四，相对严谨的依照

市场的需求来逐渐发展学研结合的相关道路，逐渐将专业技能培

训作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基础条件。其五，将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导师队伍建设重视起来，利用优渥的条件来

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导师来为学生提供有关创业训练与实践的高

效指导。

2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有效举措

2.1完善课程建设

要实现有关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课程建设以及完善，需要

注意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

2.1.1进行双语教学

在开展专业教学的过程中，将《制冷压缩》与《传热学》这

两门课程设置成为双语的课程，从任课教师的角度来说，需要严

格的依照学校的要求，制定有关双语教学的课件，并且将其应用

到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去，以此来不断提升课堂教学过程中英文授

课的比例，促使期末考试考核的方式可以随之变得更加优良。

2.1.2创建网络教学课程

将学科基础科、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限选课逐渐的作为网络

课程，在相对基本的上传教学大纲、课件与习题等等方面，逐步

创建为能够开展网上互动以及远程教学。

2.1.3打造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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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中，相对比较优秀的一门课程就是

《制冷原理与设备》，在这一基础之上，教师需要积极地进行有关

课程的建设，进一步的制作出有关视频教学的相关资料，促使在

线教学的资源可以逐渐变得更加完善，逐渐将这一课程建设成为

十分优秀的在线课程。与此同时，需要灵活地将必修课程与专业

限选课程进一步的归纳到规范管理的工作中去，积极地制定客观

与合理的课程标准以及教学大纲。对学科基础课程以及专业基础

课程实行相对比较统一的命题、教考分离以及非常规范化考核的

相关机制，以此来促使课程建设的整体质量得到尽可能的保证。

2.2优化课程体系

实现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创新需要从如下几点作

为切入点：

2.2.1创建宽厚的学科基础与专业基础课程体系

在这一专业中，课程主要包含有力学、物理、工程图学、机

械与电工电子等等特色课程。积极地为学生创建相对比较坚实的

专业方面的基础，促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可以逐渐变得更加的丰富，

促使就业的相关途径逐渐变得更加的宽阔。

2.2.2构建合理公共基础课程体系

所谓基础课程体系主要是坚持将应用作为主要目的，坚持将

够用作为主要的尺度，通过这样方式来逐步明确相关概念，促使

应用逐渐得到强化。在这一专业的基础课程中，主要包含有法律、

体育、英语、数学等等，进行此类学科的学习主要就是为了不断

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以及综合能力。

2.2.3设置专精的专业方向课程

一般情况下，学校的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设置有制冷工程以

及空调工程这两类专业方向，不同的专业方向设置有相对比较专

业的特色课程。不同的专业方向需要选修大约18个学分，为了逐

步实现学生知识面的拓宽，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素质，还要积极地

开设有关专业的任选课程，与之前相比可以发现，适当的增加新

课程，例如汽车空调技术、蓄冷技术以及制冷空调技能技术等相

关课程。

2.3改进实践课程

在有关人才培养的方案中，开展实践课程不可忽视的重点内

容就是计算，例如热力系统综合课程设计、锅炉原理课程设计等

等，这一类工作对于之后和设计相关的工作都是较为贴切的，但

是现如今，专业学生存在着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

入到设计岗位的难度系数相对较大，一般所涉及到的都是操作岗

位，在此情况下，需要注意对实践课程的设置进行灵活的改善。积

极满足有关人才市场的相关变化，思量企业对于毕业生的要求，

将学生的动手与实践操作能力锻炼重视起来，积极地参与到培养

技能型以及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去，将学生的动手操作实践能力

的锻炼与培养充分重视起来，以此来不断实现提升学生技能水平

的相关目标。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实验室大体包含热工与流体力学实

验室、热换器性能实验台等有关实训的相关场所。学生的实践

环节需要将有关实践的教学环节分之为分散以及集中这两种形

式，有关实践的时间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此来有效地满足

每一学年相对应的实践机会。通过将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不断创建坚持以技能型与应用型能力为目标的实践教学的相关体

系。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的依照有关教学的

相关计划，对实践的教学内容进行循序渐进的合理安排，不断

将实践过程中目标与任务充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要

对实践教学进行灵活有效的改进以及完善，需要保证学生实践教

学的环节总体时常保持在40周的时间段内，保证有大约4-8个实

践教学的内容。

2.4制定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方案

在有关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方面，需要积极围绕强化基础、

结合应用、重视实践与创新等等原则，积极地提倡主动实践、理

实融合、学研结合等相关理念，积极地邀请高校与企业行业的专

家来规划与制定有关人才的培养方案，通过对现场的咨询以及探

讨交流的形式，逐步形成富含建设性的有关讨论意见。

2.5建设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所谓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是一种相对比较新兴的科技创新类体

系，同时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支撑性平台，

同时也是产学研利益最大化的相关载体。学校可以积极地与技术

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在现如今技术创新和互联网＋销售平台的

框架之下，将双方的优势条件充分发挥出来，将研发新技术与产

品联合起来，继而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6积极地参与创新创业性学科竞赛

积极地鼓励学生参与到学科竞赛的相关活动中去，促使学生

不断的拓宽国家级以及全国性机械以及能源学科的相关竞赛力度，

对支持互联网＋、创新创业竞赛等等强调有关综合能力的竞赛充

分重视起来。从学校的角度来说，需要积极组织以及鼓励学生参

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相关比赛，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大学生机

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等等学科竞赛，总而言之，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创新创业的项目活动中去。

3  结语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实践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十

分有利，因此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将其贯彻到大学生实践教育活

动的始终。对于能源以及动力工程专业来说，要培养创新型的

人才就要逐渐树立具备一定前瞻性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理念以及

培养模式，关注课程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相关方案改革之间的有效

结合。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作为重点导向，积极地进行当

前社会所需要的有关创新创业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另外一方

面，可以有效地促进学院与产业的发展，打开学校的知名度，

推动我国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秋淑,刘焕卫.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改革[J].科技视界,2016(14):192.

[2]吕雪飞.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优化整合及教学改革探

讨[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6,33(12):54-57.

[3]柳长安,杨凯,李惊涛,王修彦.学科特色与行业需求紧密结

合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之路——以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类专业为

例[J].中国电力教育,2017(05):12-15.

[4]尹少武,冯妍卉,姜泽毅,童莉葛,夏德宏,王立.能源与动力

工程专业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S1):182-184.

[5]余万,陈从平,徐翔,赵美云.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核心课程

体系建设的研究[J]. 科教文汇(上旬刊),2014(12):64-65.

作者简介：

田野(1984-)，男，重庆人，土家族，博士研究生，副教

授，研究方向：能源与动力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