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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保障和促进作用。面对国家能源革

命发展战略，作为能源行业办学的职业院校，充分构建良好的学科专业架构，不断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更是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点和着力点。对新能源专业的建设进行思

路探究与路径选择，为凸显能源行业办学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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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is the basi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suring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Facing the national energy revolu-
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the energy industry, fully constructing 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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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al structur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s 
not only the lifelin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breakthrough and focus of vocational col-
le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ergy industry to explore the thoughts and choose th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ergy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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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全球人口不断增长，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1]，但是传统的化石能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而且其储量有限。在使用过程中，不免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例如臭氧空洞、酸雨和水体富营养化等

[2] [3]。面对化石能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对新能源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可再生

能源的探索和应用研究正在紧迫的研究之中。 
发展新能源并不仅仅是一个依靠技术与政策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接受的过程。我国提出：“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35 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数据表明：我国煤炭消费自 2013 年以后连续下降三年，2016 年降至 37.9 亿吨；新能源，如风力发电、

核能发电等，发电量快速增加达 5120.5 亿千瓦时[4]。可以发现，能源结构正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

能源发展动力正由传统能源增长向新能源增长转变，以低碳、清洁、可持续为目标的新能源观念逐渐形

成。在国际能源格局和国内能源结构形势正在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我国规划并提出了能源革命发展新

战略，大力推进国内能源供给结构的转型。 

2. 开设新能源专业的必要性 

在全球各国科学家、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极大进步，包

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能源紧张带来的社会压力。众所周知，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需要熟悉和了解相关技能的人才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实现市场化的有效应用，造福公

众。在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社会对新能源产业相关人才的需求已呈供不应求的现象，

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持续升温。就目前的就业市场而言，新能源产业人才的供给

并不乐观。新能源专业的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前景广阔。培养人才，是高职院校的重点任务，在于主动

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社会急需的高端技能人才[5]。开设新能源专业，将为新能源行业输

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但是，目前高职院校在新能源专业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上，还远落后于产业发展。

培养和造就一批高质量、高素质的新能源专业的技术技能应用性人才，将有助于地方经济建设和行业发

展。 

3. 新能源专业的建设思路 

众所周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教育行业的生命线，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学科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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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决定了高职院校的行业导向，也就决定了培养的人才掌握哪一行业的专业技能。换句话说，这

就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是先决条件[6]。高职院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是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在国家能源革

命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作为能源行业办学的高职院校，应主动应势而上，凸显能源行业办学特色。新

能源专业建设的路径选择与思路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紧密围绕区域产业、行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结构 

近年来，关于高职院校的专业管理与制度建设，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在地方层面上都在不断优化。已

颁布并执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等，以此引领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贴

近区域，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和学生发展所需[7]。数据表明[8]，2014 年我国高职院校停招或撤销与地方产

业相关度低、重复设置率低的专业点数 5269 个，主要体现在入行门槛低的文秘以及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等。

而面向新产业、新业态，新增专业 3265 个，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应用技术和与地方主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专

业。由此看来，高职院校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立足于培养地方产业所需的高技

术人才。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紧密围绕区域产业、能源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洞察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发

展现状，有理有据地确定自身行业办学的优势的极常数，重点建设发展与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契合度高

的专业。此外，还要求摸清专业的主要服务面，如岗位设置、技术情况对人才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专业

动态调整机制也要逐步完善，实时地提升新产业相关专业，削减、撤销落后产业相关专业及与院校服务

面向定位不相符的专业；最终实现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的高一致性。 

3.2. 建设重点特色专业集群矩阵式的教学团队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解决以下问题的重中之重：推进专业结构调整，按照“突出优势、聚焦特色、

打造品牌”的思路大力推动高水平特色专业群建设；围绕优势专业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

系，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然而就目前教学制度而言，高职院校的基层教学行政单位多为教研

室，专业多固定在某一专业。在市场变化的情况下，动态应变能力有待提升，缺乏把握重大机遇的灵活

处置方式方法。因此，高校可以融合校内掌握不同专业技术能力的优秀教师资源，建立矩阵式的教学团

体代替传统教研室。其中各技术部构成矩阵的行，各专业队伍构成矩阵的列。这种机动灵活、协同能力

强的教学队伍有以下几点优势：快速跟踪多领域的最新技术进展，从而有利于以就业为导向的新能源专

业的培养方案调整；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成员专业背景的多样性，有助于分享教学内容、方式等在内

的教学资源，推动各专业之间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3.3. 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目的在于实现合作双方、以及学生的互利共赢[9]。就学校而言，学生在真实

的企业工作岗位上学习、实践，从而掌握专业技术领域的基本操作技能；教师可以对行业、企业的发展

现状进行实时的跟踪分析，包括职业要求水平、职业素养等，有助于低年级学生的培养革新。就企业而

言，学校教师在或者企业需求的情况下，率领学生进行技术攻关，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咨询服务。

行业内办学高职院校应主动彰显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和优势，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将逐步参与教学，参与学校专业设置，通过整合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增

强教学活动的针对性，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最后，在借鉴国内外校企合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开展多层次的校企合作，形式不限于政府配套资金支持、与企业签订协议、在工业园区建立实践实

训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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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以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确立了以太阳能利用技术为主的专业方向，通过校企合作，形

成了产学研合作办学的培养体系，与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成功签订联合办学培养协议，共同培养光伏发电

的应用型人才。依托企业生产基地，建立了光伏发电技术为特色的校内实践教育中心和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其中，立足太阳能光伏应用，建立系统的集基础实验、专业实验、工程实训、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等一体的实践教育平台。按照建设思路，定期邀请企业导师深度参与学校专业教育各环节，包括培养方

案的制定，课程体系的构建等，在制定教学培养方案时，着力提升实践课程比例(表 1)，课程内容与行业、

企业需求对接，构建双赢为目标的教学体系构架。 
 
Table 1. Major of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knowledge system courses and credit composition 
表 1.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体系课程及学分构成 

课程设置 
校内培养学分 企业实践学分 

总学分数 课内学分 课外学分 学分数 周数 
公共基础必修课 64 54 10 1 1 

学科基础必修课 25.5 25.5    

专业主干课 23 21 2 2 2 

专业选修课 19.5 18.5 1 1 1 

素质拓展环节 12 12    

实践教学环节 41  41 37 40 

合计 185 131 54 41 44 

5. 结语 

在社会能源供给结构转型阶段，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持续升温。能源行业办

学高校应抓住机遇，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在高职院校新能源

专业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还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的情况下，急需摸索一条培养和造就一批高质量、高

素质的新能源专业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的路径。在探索过程中，需要紧密围绕产业，对专业做好动态调

整；确定重点特色专业；建立有效的产教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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