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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科研反哺教学”机制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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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如何运用其学科基础设施构建出的独特优势，高

效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进而优质地培育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成为专业建设中的紧迫性现实议题。

论文围绕如何将科研成果有效地回馈于教育教学的思考，立足“3331”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引导，

探索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教学实验平台搭建以及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三方协同育人等多个关

键领域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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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first	class”	discipline,	how	to	use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its	
discipline	infrastructure	to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hus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and practical issue i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The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feedback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to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3331”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projects as 
guidance,	explor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multiple	key	areas	such	as	talent	cultivation,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to teaching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experimental platforms,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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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校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以下简称能环）立足

能源，兼顾“环境”。培养“双碳”战略目标下具备能源清

洁生产和利用等知识，能从事能源高效清洁开发利用、二次

能源（电力、热能、动力等）生产自动化、智慧能源发展、

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跨学科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在全球能

源需求日益高涨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能源与环境

系统工程专业作为连接能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桥梁，不

仅要关注传统能源的优化利用，还要积极投身于新能源的研

发与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今的实际需求，必

须展开更加深入的探索，寻找新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科

研反哺教学”恰恰是顺应这一趋势的有效策略，教师将在科

研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成果以及收获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尖端

技术，转化为教学案例和实验内容，融入教学，有效地提升

了教师教学质量和水平，从而激发了学生们的求知欲望和创

新思维，培养了学生们的科研素养和实践能力，符合“做什

么、学什么、教什么”的教育逻辑，不仅顺应了行业发展的

需求，更是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必要途径。

1 科研反哺教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科研反哺教学，作为一种将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先进

方法和创新思维融入教学实践的教育理念，其理论基础深厚

且实践意义重大。首先，教育心理学的视角下，学习不仅仅

是对知识的简单记忆和复述，更是一个涉及认知加工、情感

投入和行为改变的综合过程 [1]。科研反哺教学正是基于这一

理念，通过引导学生进行科研探索，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认知科学

进一步为科研反哺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认知科学研究表

明，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包括感知、

记忆、思维、想象等多个环节。科研活动作为一种高级的认

知活动，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信息处理效

率。因此，将科研融入教学，可以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

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从而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最后，创

新教育理论则是科研反哺教学的直接指导思想。创新教育强



环境与发展 6卷 9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6

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而科研活动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2]。通过参与科研，学生能够

接触到学科的前沿领域，了解科研的最新进展，从而激发他

们的创新意识；同时，科研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实验设计和

数据分析等环节，能够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2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2.1 课程体系优化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作为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

巧妙地融合了热力学、流体力学、环境科学、电气工程以及

其他相关学科的核心知识 [3]。在精心构建该专业的课程体系

时，不仅要全面考量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知识点的无缝

衔接，还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增设前沿科技、绿色能源、

环境保护等前沿课程，确保学生能够及时捕捉到行业的最新

动态与技术发展的前沿趋势。同时，为了提升教学效率与学

生的学习体验，还需对现有课程结构进行深度优化，剔除那

些重复冗余的内容，使课程更加精炼、高效，从而增强学生

的学习针对性和实效性 [4]。此外，课程体系的优化还应着重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通过开设丰富多彩的跨学

科选修课程、创新实践课程等途径，有效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与视野，并加强各课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确保学生能够系

统地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为将来投身能源与环境领

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实践教学强化
实践教学在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增强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深化工

程素养以及锻炼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途径。鉴于此，在教学

改革的浪潮中，必须将强化实践教学作为重中之重 [5]。具体

措施涵盖了增加实验课程的比重，丰富实训项目的多样性，

以及拓宽实习机会的渠道。在实验课程的设计上，应追求实

用性与创新性的并重，积极引入先进的实验设备与软件，确

保学生能够接触并掌握最前沿的实验技术与方法。同时，还

应鼓励学生自主开展实验与创新实验，以此培养他们的实验

设计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此外，在实训项目与实习的安排

上，需要深化与企业及研究机构的合作，通过共同开展实训、

实习活动，以及让学生参与企业的科研项目，使他们能够亲

身接触并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

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2.3 科研平台共享
科研平台在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中扮演着科研活

动核心支撑的角色，它对于学生科研机会的拓展、资源的获

取，以及科研兴趣与技能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

此，在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必须将科研平台的全面建设

与共享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来抓。这既要求在硬件设施上加大

投入，通过筹集资金购置最先进的科研设备与软件，建立起

一流的实验室与研发中心，并确保这些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

理到位，从而保障设备的持续稳定运行与使用安全；同时，

也需要在软件建设上发力，如搭建科研信息共享、成果展示

及交流的平台，为学生提供海量的科研信息与资源支持，并

积极促进师生之间的科研合作与交流，加速科研成果的有效

转化与实际应用，为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的科研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2.4 产学研合作深化
产学研合作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教学改革的关

键路径，它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研究机构的紧密联系与协

作，共同驱动学科进步与人才培养。因此，在教学改革的进

程中，深化产学研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需

强化与企业的合作，通过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和技术开发，加

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并邀请企业专家进校举办讲座或

授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职业导向；另一方面，

则要加强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共同探索前沿科技，组织学术

交流，促进学科的创新发展，同时邀请研究机构人员来校进

行科研指导与合作研究，以提升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

3 反哺机制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3.1 激发创新意识
科研反哺教学通过引入科研案例和实际问题到课堂中，

使学生能够接触到学科的前沿领域和最新进展 [6]。这些具有

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案例和问题，如同磁铁一般，深深吸引着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不

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以创新的视角

去看待问题，如何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种创新意识的激发，

为学生未来的科研和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培养创新思维
科研反哺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7]。在科研过程中，学生需要面对复杂的问题和不确

定的情况，这时，他们需要独立思考，做出判断。这种思

维方式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还提高了他们的创新能

力。同时，科研反哺教学还鼓励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和交流，

这种跨界的合作与交流，不仅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视野，

还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跨界合作能力。

3.3 提升创新能力
科研反哺教学通过引导学生进行科研探索和实验验证，

切实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科研过程中，学

生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等环节，这些

环节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实验技能和科研能力，还让他们在实

践中深刻体会到了创新的乐趣和成就感。同时，通过参与科

研项目和解决实际问题，学生能够积累宝贵的科研经验和创

新成果，这些都将为他们未来的科研和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支持。

4 科研与教学的融合路径

4.1 科研项目进课堂
将科研项目中的实际问题作为教学案例引入课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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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教学融合的一种直观且有效的方式。这一做法打破了

传统教学的界限，使得课堂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场所，而

是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通过详细讲解科研项目的背

景、研究过程及采用的方法，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到科研工

作的全貌，从而激发他们对科研的兴趣和好奇心。在这一过

程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讲授者，而是成为引导者和启发者。

他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共

同探讨科研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不

仅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还锻炼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将科研项目与课堂教学相

结合，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

从而增强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

4.2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科研成果是科研活动的结晶，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

要力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是科研与教学融合的

另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方法融入教

材、课件、实验指导书等教学资源中，学生能够及时接触到

学科的前沿动态，从而保持学习的先进性和时效性。此外，

邀请科研人员来校讲座或授课，也是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

源的有效途径。科研人员作为科研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

拥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独特的见解。通过他们的分享，学生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科研工作的实际过程，从而激发自己的

科研热情和创新思维。这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不仅丰富了教学

内容和形式，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资源，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创新能力。

5 结语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教

学改革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通过实施科研反哺教学机

制，将科研活动和成果融入教学过程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并提升创新能力。同时，通过优化课

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共享科研平台和深化产学研合作等

措施，可以实现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推动学科的发展和

创新。在未来的教学改革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

理念和模式，为培养高素质的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人才

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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