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碳中和与能源转型》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 碳中和与能源转型 课程号 1412061

课程英文名称
Carbon Neutrality and Energy

Transformation 学时/学分 18/1

课程性质 选修 适用专业

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功

能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

课程负责人 刘奇明 教学团队
清洁能源行业龙头企业

行业讲师

选用教材及

参考书目

无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材料与能源学院各专业本科生必修的通识类专业核心课。2020 年 9 月我国明确提出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碳中和的实现对社会能源消费种类提出新的高标准要求，尤其是清洁能源产业比重

需要占据绝对比例。新时代国家人才培养目标愈来愈强调产学研协同育人，该课程的主要内容为组织协

调清洁能源产业龙头企业行业讲师讲解各自领域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使同学们尽早了解

能源转型产业一线动态。课程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目标开展专业讲座、案例解析、课程分组讨论等一

系列工作。

课程目标（Course Objectives, CO)

知识目标（CO1)
掌握碳中和的基本概念

掌握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掌握清洁能源产业未来趋势

能力目标（CO2)
简单阐述清洁能源产业基本应用场景

能够独立开展清洁能源利用案例调研和解析

能够讲解碳中和和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的必然联系

素质、情感价值观目标（CO3)
了解国家“碳中和”战略

掌握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历程

教学方式
（Pedagogical
Methods,PM）

PM1 讲授法教学 6学时 33% PM2 研讨式学习 6学时 33 %

☑PM3 案例教学 6学时 33% PM4 翻转课堂

PM5 混合式教学 PM6 体验式学习

考核方式
（Evaluation
Methods,EM）

考

试

课

EM1 课程作业 % EM 2 单元测试 % EM3 课堂辩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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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选 □EM4 期中考试 % EM5 期末考试 % EM6 撰写论文

/实验报告
%

考

查

课

必

选

☑EM1 课程作业 30% □EM 2 单元测试 % ☑EM3 课堂辩论 20%

□EM4 期末考试 % ☑EM5 撰写论文/
实验报告

50%

自

选

□EM10 课堂互动 □EM11 实验 □EM12 实训

□EM13实践报告 □EM14 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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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大纲的定位说明

（一）课程教学目标与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能够准确地解释碳中和战略和能源转型中各类

清洁能源产业的基本概念、理论、基本模型和分析方法。

2.能够准确描述清洁能源产业现状和未来趋势，并解释清

洁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必然性。

3.本课程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目标 1和 2的实现

将会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碳中和战略与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

的产业现状和历史必然，树立科学的专业学习目标，结合国

家需要，明确未来职业生涯发展方向。

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学目标 1和 2的实现将会使学生

能够根据各类清洁能源产业实际应用场景的不同要求，对清

洁能源应用给出简单科学的阐述。

5.上述教学目标的实现能够为学生将来从事与新材料新

能源相关的清洁能源材料、器件、能源网络领域的研究打好

基础，为进一步学习相关学科的其他课程提供科学指引与价

值判断。

（二）课程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强度

知识目标（CO1) 1, 2 1, 6, 7 M

能力目标（CO2) 3, 4 8, 10 M

素质、情感价值观目标

（CO3) 5 12 M

（三）支撑课程目标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教学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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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知识概论和讲座、案例解

析课堂，占总课程课时数 67%左右；第二部分为学生分组讨

论，占总课程课时数 33%左右。

2.教学方法采用讲授－讨论－案例解析－回顾的混合教

学模式开展；邀请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领域龙头企

业行业讲师采用线上授课、多媒体课件讲座等方式讲授产业

一线实际生产应用知识。

3.适当穿插科学探究式课堂分组讨论及翻转课堂

提供的讨论课题分为两类：一类为归纳总结性课题，另

一类为开放性讨论课题。归纳总结性的课题，学生们将学过

的知识进行总结和对比，开放性讨论课题考察了学生的发散

性思维及查阅文献获取知识的能力。相较于通常的教学方法，

探究性提问和讨论，提升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归纳演绎以

及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加强了学生们团结协作的能力。

针对个别重要清洁能源应用案例和知识难点，采用课堂分组

讨论的模式，让学生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变为课堂主体，

以促进教学。

4.课后总结

按照课程实际经历，课后提交课程总结论文。

（四）先修课程要求，与先修及后续相关课程之间的逻

辑关系和内容衔接

先修课程：大一第一学期学科概论科普课程，无先修课

要求，各年级专业均可修读。

（五）检验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

课程分组讨论（20%）：讲座、讨论过程中课堂表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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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课程作业（30%）：课程作业完成情况。

撰写实践报告（50%）：按照课程实际经历，通过文献

调研，综合总结回顾课程历程之后撰写课程论文，根据课程

论文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等给出评分等级。

总分百分制，60分及格。

三、课程内容与安排

第一部分 清洁能源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讲座和产

业基础知识概论（12学时）

学习目标：重点掌握实现碳中和战略所需风电、光伏、

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概念、模型及理论概论。

教学重点：几种重要的清洁能源技术：风电、光伏、储

能等实际应用场景。

教学难点：书本知识到行业真实应用场景过渡。

第二部分 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的能源转型开放课题课

程分组讨论（6学时）

学习目标：重点通过网络资源、文献阅读、小组讨论，

讲解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工艺流程、实际应用场景

及其与碳中和战略实现的必然联系。

教学难点：清洁能源真实应用案例分析中各类行业术语、

基本概念繁琐，需要课下通过大量学习来掌握。

制定人：刘奇明

审定人：王连文

批准人：贺德衍

日 期：2024.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