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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专业课程体系中实践内容缺乏挑战性、启发性与创新性的现实问题，“学

科专业大赛”课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科研兴趣为牵引、大赛任务为驱动、学生自主探索为中心，通过

团队协作分工解决课内专业实践课程缺位以及学生学以致用实践平台缺失问题。“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的挑战性教学方法，在引导学生解决真实能源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工具/多种

需求情景内部以及之间横向和纵向上的立体联动，满足“新文科”建设提出的促进学科方法交叉融合要

求及“两性一度”金课建设标准，并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对教学内容的满意度、对专业知识的掌

握程度以及学术实践成果突破四个方面收获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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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lack of challenging, inspiring, and innovative realities in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course system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Professional Dis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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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Competition” course addresse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urses and practical plat-
forms for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rough teamwork, which is oriented by reali-
ties, guided by research interests, driven by competition tasks, and centered on students’ auto-
nomous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The challenging teaching method of “promoting learning by 
competition” and “promoting teaching by compet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students to solve 
real energy problems, realizes the three-dimensional linkage of multiple theories/multiple me-
thodological tools/multiple demand scenarios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and meets the re-
quirements of promoting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he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standard of the golden course propos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t has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four aspects: student motivation for active learning,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content, mastery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prac-
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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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建设背景 

1.1. 新文科背景下的实践课建设要求 

目前，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培养中实践类课程比重普遍较低，且主要以理论课程附带少量上

机实验形式为主[1]。而以科研基本素养培养为目标，以学科专业大赛实践训练为抓手的应用性、综合性

实践课程设计较为薄弱。同时，当前的方法应用型上机实验设计大多停留在模仿与操作层面，实践内容

缺乏挑战性、启发性与创新性，极大阻碍了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此外，在“新文科”建设背景

下，突破经济管理学院传统文科思维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推动课程设计从

理论知识导向转向实践需求导向，体现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两性一度”标准，也对实践类课程

教学设计提出了新要求[2]。 

1.2. 能源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的内在导向 

与能源相关的低碳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保障、能源系统转型、气候变化应对等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问题[3]。为此，教育部在 2010 年特设了“能源经济”本科专业，旨在培养能够解决现实能

源经济问题的综合性人才。而能源相关问题突出的学科交叉性、系统性、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这些问

题的人才应具备三大素质：一是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二是具备将理论方法与相关问题关联，具备

解决能源问题的“能力”；三是具备独立发现现实能源问题、独立优选理论与方法、独立寻找资料数据

进行分析、进而解决现实能源问题的“实操”[4]。如何通过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改革培养具备上述三方

面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是摆在能源经济这一新设专业的首要问题。 
作为一所以工为主、石油石化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能源特色类行业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发挥能源特色优势，于 2020 年开设了能源经济专业本科生实践类创新设计课程“学科专业大赛”，

为学生参加能源经济领域学术大赛进行针对性培养训练。课程旨在指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能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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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领域的挑战性、前沿性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实现学以致用，提升科学研究能力。 

1.3. “三位一体”教学方案设计是必然趋势 

能源经济专业“学科专业大赛”课程效果的最终检验标准是能否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并解决真实能

源经济问题的能力。需要构建“教学–实践–竞赛”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案，将传统分散的交叉学科知识

融入一门课程教学[5]，将传统弱约束、低效果的课外认知实践改为强约束、效果导向型的课内研究实践，

将传统命题考卷的考核方式改为复杂、真实研究问题的“大考场”。但“学科专业大赛”当前仍以教师

的单向讲授和指导为主，亟需从挑战性的实践内容设计和启发式、开放性的教学模式改革入手，建设以

学科大赛为导向的项目研究实践挑战性课程。在课程的建设中，将学科专业大赛题目进行课程化、项目

化[6]，既可以借助大赛平台提高参赛作品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2. 教学实施方案 

2.1. 教学目的 

在文科类本科教学中，往往偏重理论方法的传授，而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相结合方面存在不足，这

就好比仅仅掌握了救火理论与知识，但是却一直未真正参与救火事件一样。为此，本课程教学实施方案

重点从两个方面推动学生将理论方法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一是改革教学内容体系，通过“了解需求”或

“相关案例”来将理论方法与现实问题关联，掌握理论方法的应用情景，培养和提升学生对现实问题的

解决“能力”；二是通过改革实践内容体系，通过主动发现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来培养和增强学生

对现实问题解决的“实操”；三是通过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检验教学成果。三方面各有侧重，前者

类似于通过“日常救火演习”来培养救火能力，尽管演习可以模拟或逼近现实问题，但是毕竟不完全等

同于现实问题，后两者类似于通过“真实救火事件”来让学生参与其中，主动发现能源经济问题、选择

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工具、搜集相关的资料与数据、开展独立的综合分析、给出问题解决方案等。具体而

言： 
在教学方面，结合优秀参赛作品或科研成果案例，从科研选题，文献搜索、阅读与管理，科技报告/

论文的规范写作，研究方法框架构建，数据收集处理，结果分析到学术 PPT 的制作及汇报进行科学指导，

全面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学术基本素养和科研规范； 
在实践方面，督促学生根据所选题目进行科研项目的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明确将要参赛的项目方

向与拟采用的技术路线，并进一步给出具体的设计方案与实现方式，自主完成项目的开发、测试以及持

续改进，以项目驱动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竞赛方面，落实课程效果，鼓励学生参与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挑战杯等学术专业

大赛，在竞赛中充分发挥自己所学，为校争光，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 

2.2. 教学内容 

为实现“学科专业大赛”实践挑战性课程的建设与优化，教学过程中进行了案例式、启发式、开放

式讲授模式设计，差异性指导模式探索，以及螺旋递进式实践体系构建。 
1) 案例式、启发式、开放式讲授模式设计 
在教学方法上，区别于传统课堂，本课程采用案例式、全开放式、启发式讲授模式[7]，围绕优秀的

往届参赛作品或科研项目成果，以案例介绍与师生点评方式为主开展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实现选题开

放、指导方式开放、实践时间开放、实践场地开放，通过完全的启发式、开放式教学，赋予学生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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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以激发其最大的创新性。 
在教学内容上，分为五个部分： 
① 揭开面纱(了解大赛，明确目标)。讲述能源经济领域主要学科专业大赛的竞赛背景、选题方向、

竞赛流程、竞赛规范等，使学生深入了解和构建竞赛框图。通过竞赛的挑战性题目设置，过程培训和结

果导向激励，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② 授之以渔(培养基本的科研素养与规范)。从科研选题方法，文献搜索、阅读与管理，科技报告或

科技论文的规范写作，研究方法框架构建，数据收集处理，结果分析到学术 PPT 的制作及汇报各环节，

进行学术基本素养和科研规范的系统培训。 
③ 厚积薄发(培养竞赛核心知识技能)。结合优秀案例，讲授主要的管理分析、预测、仿真、优化、

评价等各类方法工具，为学生参加学术专业大赛提供扎实的方法工具，指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能

源经济领域的热点、前沿、挑战性问题开展研究，实现学以致用。 
④ 见贤思齐(讨论学习优秀获奖作品)。通过分析往届获奖作品，讨论作品的优点及改进方向，让学

生在思考与点评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激发学生对能源经济前沿话题的敏感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

竞赛做好准备。 
⑤ 赛前演练(写作技巧及答辩能力培训)。在项目接近尾声时，系统训练学生的报告写作与答辩能力，

请各组同学以集中答辩的方式对参赛作品进行汇报，为决赛答辩做准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

力。 
2) 差异性指导模式探索 
学生选定项目方向之后，由于各队选题方向存在差异性，且成员的专业水平、选题方向也大不相同，

集体授课的内容仅能解决部分问题，还需要针对各项目团队进行差异性指导。指导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

① 课上分组讨论。课上对各队项目的系统架构和技术路线进行规划和建议；② 课下技术讨论。督促学

生进行相关资料查阅与相关技术学习，着手项目实施，在此期间，师生随时进行技术讨论；③ 赛前专家

点评。邀请专家参与项目答辩，并就技术路线和项目呈现情况进行点评与指导；各队根据答辩情况进一

步细化分工，整理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逐步完善项目。 
3) 螺旋递进式实践体系构建 
鼓励学生将“参加学术大赛–创新创业实践–发表高水平文章–毕业设计”的各项工作串联起来，

选择入手较为简单但可长期、深入研究的话题开展学术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逐步提高学生

的科研能力。这种螺旋递进式的实践体系可以帮助学生聚焦问题，不断深挖，避免“东一榔头，西一棒

槌”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实践，实现本科生发表高水平研究文章，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培养目标。此外，

由于聚焦在一个研究话题下完成螺旋递进式的科研实践，可以培养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应用多学科

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性和思维的发散性[8]。 

2.3. 教学手段 

如图 1 所示，本课程采用挑战性问题驱动、自学与教学相结合、以中国工程院能源空间管理和应用

研究平台为依托的启发式、开放式、案例式教学手段： 
1) 课程以挑战性问题驱动，以选题的实用性、创新性、可行性为切入点，培养学生从实际出发解决

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挑战性问题的设计主要参考时政热点话题、学术前沿问题、模型方法的应用型问

题，将其作为研究点并进行深入调研，最终设计出新颖且实用的项目，项目最终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并

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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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practical challenging courses on “profes-
sional discipline competition” 
图 1. “学科专业大赛”实践挑战性课程建设与优化思路 

 
2) 针对竞赛核心知识技能的讲授部分，课程采用自学与教学相结合的授课模式，利用 MOOC 等教

育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指导学生通过自学掌握基本的管理分析、预测、仿真、优化、评价等各类方法

工具原理及步骤[9]；通过线下授课，结合优秀参赛作品/科研项目成果，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展示各类方

法工具的实践应用[10]。通过优秀案例的分析研讨，促使授课教师更好地融入到学生的学习全过程中，同

时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研究兴趣，使师生能够双向互动，共同讨论和分析设立的研讨话题，同时

引导学生从理论走向实践，提高自主思考的能力[11]。 
3) 课程以中国工程院能源空间管理和应用研究平台为依托，构建学生参赛作品的呈现、共享、点评

与优化机制，实现往届优秀参赛作品集展示、参赛小组间数据共享、师生点评/生生点评互动，为学生开

展研究项目挑战性实践提供平台支撑。 

2.4. 教学考核 

鼓励学生组队参加挑战杯、全国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创青春中国青年碳中和大赛等学术赛事，

同时设立文章认可机制，建立与新型课内研究实践相匹配的新型课外实践模式。通过上述两方面举措，

实现发现真实能源问题后，通过课内研究实践进行系统化的问题分析与问题解决，形成规范的研究成果，

并依托成果参加学术大赛或投向学术期刊，通过大赛竞争和专家点评以及学术期刊的反馈来检验分析过

程，如果取得效果(如获奖或发表文章)，则认定通过学分，反过来支撑课程。由于真实能源问题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多学科交叉知识，这决定了现实能源问题的解决会涉及多种需求，需要多种理论、

多种方法工具。因此，本课程在解决真实能源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实现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工具/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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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情景内部以及之间的横向和纵向上的立体联动，进一步加深对所学各类理论方法类课程教学内容的

认识并提高实践应用能力。 

3. 课程建设成效 

在“学科专业大赛”教学的前、中、后，利用雨课堂、超星平台等线上平台统计功能，对学生的课

程学习行为数据进行监测，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分析学业成绩的方式，分别从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对教学内容的满意度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三个方面量化检验课程成效：1) 引入“三位一体”的挑战性学

习教学模式后，每次课前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分享与课程内容关联的高水平文献、能源经济前沿时政话题，

提出思考问题，学生登录平台下载资料和观看回放的次数大幅提升，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2) 通过课程

开始前和结束后的匿名调查问卷方式收集学生对于课程的评价，实践挑战比重增加后，学生对课程感兴

趣比例从 42%提升到 78%，并普遍表示对能源经济现实问题背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及方法工具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3) 学术专业赛对数学基础和建模计算能力有较高要求，是经管学院学生认为最具挑战的环节，

畏难情绪普遍。通过引入能源经济热点前沿话题讲解深奥的建模与计算原理，让学生在生活案例中感受

学术的温度和魅力，畏难情绪明显降低。 
通过参加每年组织的全国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等专业赛事和积极与指导教师合作发表文章的双重

实践通道，“学科专业大赛”作为一门新开课程，在三年来取得了优秀的教学成果，本科生在学术竞赛

与高水平文章发表方面实现全院的引领与突破：126 组本科生围绕面向“碳中和”的能源系统低碳化转

型路径和策略分析完成研究及实践应用，其中 43 组参赛作品在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中获得

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25 组本科生依据参赛作品完成了文章撰写，并发表 SCI、SSCI 等高水

平论文，并有本科生作为主编出版著作 1 部。 

4. 结语 

从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实践感知与实操力出发，采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挑战性教学

方法，“学科专业大赛”课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科研兴趣为牵引、大赛任务为驱动、学生自主探索为

中心，将传统松散的课外认知实习转变为课内特色实践课程，并通过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等平台对课

程效果进行检验，解决了专业实践课程缺位与学生学以致用实践平台缺失问题。同时，在引导学生解决

真实能源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工具/多种需求情景内部以及之间横向和纵向上的立体联

动，满足“新文科”建设提出的促进学科方法交叉融合要求及“两性一度”金课建设标准。在大赛课题

研究进展中，激发学生综合利用多学科理论、工具解决复杂、现实能源经济问题的兴趣，夯实实践能力，

培养自主学习习惯及团队协作氛围，达到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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