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4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4)2022,9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新工科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向探索
郑煜鑫 *  刘海华  李洁  党伟  张倩

（西安航空学院 能源与建筑学院  陕西西安  710077）

摘　要：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以西安航空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为例，结合本专业的发展历程和人才培养特色，多方面

探索未来能源与动力工程的发展方向。在以“立足陕西，服务航空，面向西部，辐射全国”为办学宗旨下，根据当前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需求对未来能源与动力工程的培养方向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对推动本专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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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	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2012	年）》，热能与动力本科专业更名为能源与动

力工程专业 [1]。随着能源动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问题

的提出，社会对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目前，大

约有	170	多所高校设置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随着经济的

发展，能源与环境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科技和社

会问题。培养高素质、具有创新意识的能源工程专业人才是

本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 [3-4]。然而，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涉及的方向较多，在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往往难以抉择。在课

程设置方面，为了尽量多的研究方向而开设更多的专业课，

那么每一个培养方向的学时和学分必然减少，可能带来学生

无法适应社会需求等问题；如果课程设置仅仅涉及单一方向，

则可能造成学生由于知识面窄而就业受限。

本文以西安航空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为例，对专

业培养方向选择和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一些研究与探索。在

新工科背景下，结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探究能源与动力

工程一流专业建设的主要举措尤为重要。西安航空学院能源

与动力工程专业成立于 2014 年，我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目前按照火力发电厂和市政供热的方向进行专业课的设置。

在新工科背景下，随着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单一人才培养模

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因此，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服

务能力，把能源与动力专业建设成为西安、陕西到西北地区

经济发展服务的能源动力行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

实现专业建设的示范效益，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益，以及

社会服务的辐射效益。

1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向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课程体系

我校西安航空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包

括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与技术基础教育课程、专业课程、集

中实践课程、第二课堂 5 个部分。毕业要完成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规定的课内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理论环节教学 127 学

分，集中实践教学环节38学分，学生需完成课外学分修读，

并获得第二课堂 8 学分。

1.1.1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普遍进行的广泛的、非

专业性的、非功利性	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5]，在

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通识教育模块是全校性

课程，我校所有专业通识教育模块的设置基本一致，它的根

本目的在于以通识培育通人而非通才，即培养完整的人 [6]，

要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人而施以全面

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与心各

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 [7]。

通识教育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在当今

科学技术快速迭代、社会竞争不断加	剧的时代，“学科交叉、

知识融合、技术集成”	是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传统单一

型人才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需求，而需公民素养的全面提升
[8]。通识教育模块的设置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与社会和谐共处，做到服务社会、回馈社

会、奉献社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1.1.2	学科与技术基础教育课程

学科与技术基础教育课程分为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

程和工程科学基础两个部分。其中，	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

课程主要包括工程技术领域所需的一些数学、物理、化学方

面的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延续和提高；工程科学基础主要包

括制图、机械设计、力学、电工电子等方面的知识，通过这

些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为学习专

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做好必要的准备。

1.1.3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专

业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

体力学等热工基础课程，专业方向和专业选修课则需要根据

火力发电和供热为培养方向来设置。

1.1.4	集中实践教育模块

集中实践教育模块主要包括了课内集中实践教学系列

和校外实习，目的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

1.2	培养方向

当前，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培养方向主要涉及热力

发电、空调制冷、内燃机、新能源、能源与环境系统控制等

方向，由于各个方向对专业基础知识的需求不同，因此不同

的方向在专业基础课设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同。

1.2.1	热力发电方向

热力发电方向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主要培养方向，

主要培养能够从事热力发电行业设计、建造、运行、管理、

维护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其中，以热电作为主要培养方

向的华北电力大学等热力发电方向的主要专业课程包括、锅

炉原理、汽轮机原理、热力发电、燃烧学等。

1.2.2	空调制冷方向

空调制冷方向是开展各类空调、冷库等工作原理、结

构设计等方面的工作，也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一个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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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这主要专业课程包括制冷技术、换热器设计、空气调

节、供热工程、泵与风机等。

1.2.3	内燃机方向

北京理工大学的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以培养能够从事

车用发动机的设计、开发、制造、安装、维护等方面的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为主要目标。本方向的核心课程

包括自动控制理论基础、内燃机构造、内燃机原理、内燃机

设计、流体机械设计等。目前，开设该方向的学校还有西安

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

1.2.4	新能源方向

从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的发展历程来看，为适应新经济

发展对综合质人才的需求，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为导向，

建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特色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

业隶属于能源动力类专业，主要培养在新能源相关单位从事

研究、开发、设计、施工	等工作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目前，

国内许多高校开始探索在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基础上开展

新能源利用方面的教学改革，许多高校开设了新能源方面的

课程。

1.2.4	能源与环境系统控制工程方向

在我国，在大力倡导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人

民对环境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为此，教育部新设了能源与

环境系统工程专业。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是能源动力类

特设专业之一，是结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为培养具备从事

能源与环境技术工作	的人才开设的，旨在为社会培养、造

就一大批具有宽厚的科学	理论基础，掌握能源、环境与控

制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服务。目前，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南农业

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不同

高校因其历史沿承和办学条件不同，开办专业各具自身特色。

1.3	存在的主要问题

西安航空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侧重于面向能源转

换与利用和动力工程领域，特别是火力发电和市政供热等行

业，培养能源动力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目前，能源与动

力工程专业目前按照火力发电厂和市政供热方向进行设置，

然而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单一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因此，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培养方向抉择主要体现在

未来学科方向。如果针对所有的方向都开设一定的课程，教

师队伍有待进一步的引进和培养，而且总学分很难控制在要

求的范围之内。

另外，由于国家倡导节能减排的政策下，西安航空学

院能源与动力工程毕业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由于专业设置

比较单一，急需开设新的方向。而就业率直接与学校的社会

声誉和招生息息相关，如果高校在培养目标设定方面过于狭

窄，则学生在就业方面可能会存在较大困难，甚至会影响学

校的发展，因此在设定专业培养目标方向时，必须兼顾对学

生未来就业的影响。

2 应对措施

为了提高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教育教学水平，推动

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需要在专业培养目标方向设定方面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个高校的影响力、科研实力、

办学定位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专业培养目标方向设定

方面不可一概而论，根据学校具体情况设定培养方向。

西安航空学院以“突出应用、强化能力、注重创新、

彰显特色”为发展思路，其中“突出应用”指建设应用型本

科，“强化能力”指增强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基本能力、工

程素养和继续学习的能力，“注重创新”指创新创业，“彰

显特色”指的是专业特色。而“突出应用、强化能力”可用

合并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我校是以航空为专业背景，可以坚

持自身的特色，逐步提高专业水平进而带动产业升级和改造，

在专业发展方面产生飞跃式突破。以热力发电行业为例，虽

然由于燃煤造成的环境问题，社会对热力发电方向的毕业生

需求有所减少，且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热力发电行业

需要更多的人才投身产业升级改造的事业当中，这就要求我

校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渐做出调整和变革以适应这一发展。

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需

要把能源与动力专业建设成为西安、陕西到西北地区经济发

展服务的能源动力行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培养

目标方向选择方面可以兼顾学科的发展和学生的就业需求，

可以在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基础课的教学，以自身优势方向为

主，并辅助设置两个补充方向，适当设置选修课予以兼顾。

这样所培养的毕业生既能在一个领域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

同时具有更广的就业面。

3 结束语

在新工科的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这一传统专业必

须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与地方

经济发展相结合，对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要求也要跟上形势。

本文对西安航空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未来培养方向进行

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根据我校办学特色和社会定位来选择

培养方向的应对方案，并通过选修课模块的优化设置来满足

对不同培养方向产生兴趣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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