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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的时政背景下，对于大气科学学科如何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积极发挥相应作

用，成为众多科研工作者的探讨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气科学类专业相关课程中，《气候资源学》

通过对热、光、水、风等气候资源的计算、预报预测、开发利用等技术体系的介绍，可以为风能、太阳

能等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最基础性的专业技能保障，培养学生对“双碳”目标的认识。在双碳背景

下，也对本课程的教学提出新的要求。本文在分析气候资源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科研和教

学经验，提出了在双碳背景下本课程的可能教学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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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the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scholars are now aiming to determine 
what role atmospheric science could play in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of the “dual-carbon” ap-
proach. “Climate Resource Sciences” can provide the basic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ind energy, solar energy, and other climate resources in related atmospheric 
science courses, as well as cultiv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goal of “dual-carb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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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calculation, forecasting and predi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eat, light, water, wind, and other climate resources.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introduces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dual-carb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the climate resources course, this study proposes feasible teaching reform ideas for this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dual-carbon, along with rec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expe-
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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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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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由此，“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当今

社会的热词，是国家未来几十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广大教学、科研工作者的关注热点之一[2] [3] [4]。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代年轻人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大

气科学类专业相关课程中，《气候资源学》的主要内容是使学生了解热、光、水、风等气候资源在人类

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了解气候资源的特点，认识到气候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同时通过气候资源与

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关系的学习，掌握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

减小甚至消除气候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 [6]。
该课程通过对热、光、水、风等气候资源的计算、预报预测、开发利用等技术体系的介绍，可以为风能、

太阳能等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最基础性的专业技能保障，培养学生对“双碳”目标的认识。 

2. 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调整及升级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于大气科学学科如何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积极发挥相应作用，

成为众多科研工作者的探讨目标。其中，最为直接，也是最为传统的途径就是在气候资源的普查、区划

等。气候资源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它主要以光、热、水、风等气候资源要素及其组合为研究对象，研

究分析气候资源要素及其组合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以及变化特征。目前该课程，包括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以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开设的气候资源学课程，其选用的教材均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孙卫国老师主编

的《气候资源学》一书[5]。碳中和、碳达峰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这也为气候资源学课程的

教学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气候资源学课程注重气候变化和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在

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教学目标应更加注重学生对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理解和应用。同时，教学目

标的调整还应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能力。例如，加强对可再生能源

和低碳技术的介绍，鼓励学生参与相关项目，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随着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实施，气候资源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也需要进行升级。需要强调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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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情况和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应增加与可再生

能源、绿色技术、低碳生活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内容，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实

施过程，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因此，更新教学内容是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

环，其目的是为了使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实际需求相匹配，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更新教学内容应该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碳排放与减排 
在气候资源学课程中，应该加强对碳排放与减排方面的教学。随着碳中和的要求越来越高，减少碳

排放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目标，因此学生需要了解到碳排放的概念、排放来源以及减排技术等方面的知

识。此外，学生还应该了解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碳排放量，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2)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气候资源学中的重要内容。应该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太阳能、风能、

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和利用技术。在教学中，还可以探讨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如何开发

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3) 碳中和政策和措施 
在碳中和、碳达峰的背景下，学生需要了解碳中和政策和措施的相关知识，包括国家和地区的碳中

和目标和时间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税等政策和措施。通过教学，可以让学生了解到碳中和政策和

措施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如何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4) 跨学科知识 
气候资源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涉及到环境科学、能源科学、地球科学等多个领域。在更新教学

内容的同时，还应该将跨学科知识融入到教学中，加强学生对相关领域的了解和应用能力。例如，通过

跨学科案例的讨论，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不同学科的知识如何相互融合和应用，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 

3. 气候资源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措施 

了解决目前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以使气候资源学课程

更加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可以采取的教学改革措施包括可以包括更新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

学方法、更新教材、开展更加广泛的实践教学以及进一步提高教师实践以及教学水平等多种多样的教学

改革措施。当前气候资源学课程教材相对比较陈旧，是气候资源学教学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针对这

一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课程组教师，甚至可以组建跨学科、多学校的教师队伍，从目前气候资源学涉及

的科学问题出发，以风、光、温、水等气候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开发应用技术等内容为基础蓝本，向

外扩展涵盖气候变化、碳储存、碳捕获等相关内容扩展。 
此外，教学方法的改进是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改革中非常重要、并且核心的一部分，以下是一些先

进的教学方法可以考虑： 
1)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在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如何评估碳中和技术的效

果、如何设计一个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等等。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问

题解决能力和创新精神。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是一种基于学生实际问题的学习方法。在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

过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探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问题设定时可以与当前时政问题相结合，从而达

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有机结合的目的。例如，可以提出如何评估碳中和技术的效果、“俄乌冲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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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中和碳达峰进程有何影响等等。通过这种以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

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实践中，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问题情境，与学科

专业进行进一步的结合，例如让学生探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然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

和分析，最终让学生通过报告或演示回答问题。 
2) 现代技术的运用 
现代技术的运用是一种基于科技手段的学习方法。在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中，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和

工具，例如可视化软件、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气候资源学的知识。例如，利

用可视化模拟软件，让学生直观的感受气候变化的过程，或者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室让学生设计和测试可

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发电厂的选择、设计以及规划等。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学生可以更加直观

地了解气候资源学知识，更好地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 探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基于学生主动性和自主性的学习方法。在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

利用科学方法探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通过实验和观察来研究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以及气候

变化对碳中和碳达峰的响应，或者设计和测试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风电场或者太

阳能的应用如何改变下垫面以及局地或区域气候变化。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实践能

力。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实验设备、材料以及相关数据，或者引导学生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进行研究和

探究，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气候资源学的知识。 
4)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一种基于团队合作的学习方法。在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分组进行合作

学习，例如让学生分组探讨可再生气候资源(如风能、太阳能、农业气候资源等)的时空分布以及变化特征、

研讨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进展，或者让学生分组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分析。通过合作学习，学生

可以互相交流和分享经验，从不同角度了解问题，学会协作解决问题，培养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师

可以提供相关资源和指导，例如引导学生制定合作计划、让学生互相评价和反思等。 
5)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学习方法。在气候资源学课程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性课程，

例如实地考察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可再生能源技术等。这种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

气候资源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和局限性。 

4. 结论 

气候资源学作为一门兼具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其独特的内容属性使得其对于大气科学类

专业的学生对于探索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碳达峰路径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目前本

课程的教材内容基础理论介绍较多、实践与上机操作较少；同时，针对碳中和、碳达峰路径的相关知识

的介绍还比较少。因此，在双碳背景下，需要我们及时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一方面优化教学内容，增加

双碳背景相关的知识体系内容；另一方面，改革教学方法，增加互动性，加强实习、实践内容，进一步

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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