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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战略的提出，为能源行业高职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转型，能源行业特色高职院校将绿色教育理念融入到人才培养之中，构建“实习、实训、实战”三

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与校企合作并实现引企入校。不仅彰显了能源行业办学优势，而且为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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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dual carbon” strateg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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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energy industry. To serve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such colleges should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green education into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build a three-in-on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intern-
ship, practical training, and actual combat”,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realize the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into the school. It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advantag-
es of running a school in the energy industry but also provides strong talent support for the reali-
zation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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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2020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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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切实为“双碳”战略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人才保障，教育部印发了《高

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文件指出：“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深厚和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

加快构建高校碳中和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加快

碳中和科技成果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示范应用”。能源行业的高校因能源而生、因能源

而兴，成立之初的使命就是服务于能源行业，培养能源行业专门人才。“双碳”战略目标下能源行业需

要发生转变 [2]，这为促进传统能源高职院校转型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本文以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浅析能源行业特色高职院校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

下的发展战略与人才培养实践路径。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隶属于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依托能源集团产业优势，建设了智慧能源、绿色建筑、城市智能管理、应用艺术四大专业群，开设 31 个

专业。其中城市热能应用技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是天津市优质骨干专业，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和智慧能

源、城市智能管理两个高水平专业群市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是一所具备能源行业特色的高等职业

院校。“双碳”战略背景下学院加强内涵建设，进行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将绿色低碳相关理念及时融入

到课程体系和育人体系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与企业合作积极开展以“绿色能源”为代表

的科技研究，赋能区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2. 实施路径 

“双碳”战略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大量高碳产业、企业被淘汰，

低碳产业涌入市场，催生了一批新的热点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创新创业空间 [3]。同时，大批相关企业机

构面临减排压力，催生了碳中和相关技术和人才需求，如减排技术支持、相关管理实操人才等需求增加 [4]。
“双碳”战略下为能源相关行业孕育了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能源行业高职院校要紧紧把握机会，主动

契合碳中和行动需求。如图 1 所示实施路径，能源行业特色高职院校结合实际具体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转

变：1) 院校应当围绕“双碳”战略目标探索研究教学和实践活动，构建“双碳”战略教育教学体系，将

其纳入人才培养和实践的框架之中；2) 培养师生绿色文明理念，掌握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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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技能，能够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和“双碳”战略思想解决实际问题；3) 加强与企业、行业在绿色技

术、绿色装备、绿色服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cha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in-
dust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carbon” strategy 
图 1. “双碳”战略背景下能源行业高职院校建设实施路径图 

2.1. 主动彰显行业办学特色 

坚持固本拓新，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学科建设规划。紧跟“双碳”步伐，努力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

主动对接“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和能源行业发展重大需求，促进传统学科进行升

级和特色发展，进一步凝练学科专业，重点打造智慧能源、绿色建筑、城市智能管理专业群，将绿色发

展理念融入到专业建设中，突显能源优势特色。通过打造重点专业群，辐射带动全院专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坚持“双碳”战略，进行科技研究，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主动承担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

功能，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做出切实贡献。在促进智慧能源、绿色建筑、城市智能管理等专业发展

的同时，着力开展节能减碳技术研究，促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推动传统高耗能

行业绿色化和低碳化。 
坚持发挥平台优势，实现节能技术有效落实。依托背靠能源集团产业优势，以能源类专业为基础，

以“天津能源职业教育联盟”为平台，以“多能源综合应用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积极开展以“绿色

能源”为代表的科技研究，建设绿色低碳校园。与天津地热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研发清洁能源供暖技术，

探索中深层无干扰地热与市政热网耦合供热模式，在校园内实施“多热源协同互补联网调峰供热工程”，

真正实现了绿色可再生能源与热电联产结合利用，每年减少燃气消耗量达 100 万标准立方米，校园内彻

底消除燃气锅炉氮氧化物(NOx)的排放。 

2.2. 构建“实习、实训、实战”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指在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按照相应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确

立教学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 [5]。构建“实习、实训、实战”三位一体人才培

养模式，强调以能源专业技术标准为引领，以企业为主确定专业课程体系，强化教师教学能力和课程目

标的达成度，保证能源专业教学质量达到国家合格标准。因此，在此要求下，如图 2 所示的人才培养模

式建设过程框架图，在培养能源行业专业人才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在明确自身定位的情况下，首先需要

根据调研结果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施教育环节以及采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整个过程

均需遵循“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融合“实习、实训、实战”的基本构思，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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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求则需体现“一学会，能践行”。 
 

 
Figure 2. Framework diagram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process 
图 2. 人才培养模式建设过程框架图 

 
“实习、实训、实战”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生既可以在校内进行一些实训项目，也可以到

校外实践基地、企业进行实习，还可以与企业相关人员合作进行产品研发的实战，是集“学、练、用”

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增设围绕“双碳”内容相关的实践和实战课程。在教学中要坚持以能源

行业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能源行业相关专业课程内容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

融入“双碳”、“低碳”、“节能减排”相关内容，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引进具备丰富“低

碳”相关工作经验的教师以及企业兼职导师，探索建立与之对应的“理论讲师、实践导师、实战良师”

多层次指导教师队伍。其次，能源类相关专业具有较强科研价值和具体技术应用场景，“双碳”战略背

景下要积极促进原有专业知识结构与“双碳”目标进行有机融合，让“双碳”知识融入到教学之中，讲

述好中国的“低碳”故事，根据“双碳”战略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培养学生强烈的生态文明意识。再次，

注重产学研创一体化，教学过程中要与能源企业尤其是“低碳”能源产业生产过程对接，将产业行业先

进的设备、技术直接引入实践实训课程中，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就有效与行业“低碳”要求对接，获得

职业初体验；实习中要遴选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低碳”企业作为实习单位，聘请单位里面经验丰富的

师傅作为校外指导教师与校内指导教师一起进行指导，帮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获得职业技能；推进科学

研究和服务社会同向而行。通过实训获得职业初体验，通过实习了解职业真技能，通过实战得到职业真

本领，“实习、实训、实战”一体化的育人模式切实帮助能源行业高职院校学生在“低碳”教育中获得

提升。 

2.3. 深化校企合作、引企入校，实现校企双赢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列为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6]。在“双碳”战略背景下，能源行业特色高职院校主动对接低碳企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55


李清彬 
 

 

DOI: 10.12677/ces.2023.118355 2402 创新教育研究 
 

业，服务低碳产业，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整体来说合作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教育合作，即邀请建筑节

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工作人员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将企业行业实际工作要求融入到专业

之中，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二是科研合作，即教师积极主持参与“低碳”、“双碳”领域科研工作，

促进教学与科研协同并进，一方面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丰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将学生的毕业设计

与科研项目结合起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三是服务合作，即校企双方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共同培养人

才，企业全程参与到学生培养过程中，按照企业员工进行培养。四是共建基地，即校企共建实践基地，

学校提供场地，企业提供设备、技术、人才，双方统建实验室、实训中心，为校内实践课程提供支持，

培养学生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2.3.1. “引企入校”合作模式实践 

 
Figure 3. “One platform, three progressive, five character” talent training map based on the 
“school factory” 
图 3. 基于“校中厂”的“一平台、三递进、五化合一”的人才培养框架图 

 

2020 年我校对专业教师提出了“211”工程，即每个教师必须精讲两门课程、指导一个技能大赛和

紧密联系一家企业。与天津能源投资集团的合作，也是专业教师紧密联系企业的成果。2021 年我院在新

能源汽车专业选取优秀学生 30 名，在第四学期组建“天津能投新能源汽车创新创业班”，校企双方共同

完善课程体系，制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以创新创业为统领，构建基于“校中厂”的“一平台、三

递进、五化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见图 3)。在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时，双方已明确按照“共建、共享”的

原则，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学院负责提供办公场地、设备、日常管理，企业提供软件、产品、各平台

企业账号、师资等。前期通过与企业沟通、洽谈，双方明确利益分配原则和细化各自职责，形成规范的

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共建实训基地过程中，由原来的“学校主导”变为“企业主导”，学生

真正使用企业平台账号进行实操，体验真实的公司工作流程，由原来的“学生”变为“公司员工”。生

产性实训基地有效地兼顾了教学与生产的双重职能，实现了学生“就业、创业”的双元融合。 

2.3.2. 取得的成效 
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在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缺乏自信，没有职业规划，在上课时

存在玩手机、睡觉、说话等现象。教师在上课的同时还要维持课堂纪律，一堂课下来，教师也精疲力尽。

校企合作引入公司管理模式，在团队内奖罚分明，学生既有了目标又有了动力，学习积极性也得到了很

大提高，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55


李清彬 
 

 

DOI: 10.12677/ces.2023.118355 2403 创新教育研究 
 

通过校企合作，双方在“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开发”等方面有了高度的统一。学校提供场地、

提供设备、提供资源，节约了企业运行成本，企业也获得了稳定的营业额。企业参与学校专业建设、课

程开发、教学安排、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习实训，实现了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 

3. 结语 

在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大背景下，能源行业高职院校必须进一步坚定信心，紧紧抓住国家发展重

大契机，毫不犹豫地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于能源行业发展。一是要围绕“双

碳”战略目标探索研究教学和实践活动，将其纳入人才培养和实践的框架中；二是要培养师生绿色文明

理念，掌握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理论技能；三是要加强与企业、行业在绿色技

术、绿色装备、绿色服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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