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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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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新能源是能源行业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能源行业领域对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多，高校对新能源课程的建设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论文对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和实践

进行探索，明确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课程建设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工程应用、结合科研、线上资源建设、完

善考核和课程思政融入七个方面进行建设。论文探讨课程建设中教学方法、在线下台建设、课程思政融入的举措。

课程建设结果表明课程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和实践经验能为相近课程建设提供

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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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ha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energy, and new energy is a necessary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industr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erg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has	hig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n online open course on Introduction to new energy, clarifying the selection of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from seven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online	resource	construction,	improvement	of	assessment,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The	paper	explores	teaching	methods,	online	offline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s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has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online 
open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New Energy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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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能源的消耗，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

发展，各个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在

面对传统能源有限、环境污染和气候危机等问题的情况下，

发展新能源已是各个国家解决能源问题的最主要思路。中国

是目前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二氧化碳排

放最多的国家，中国发展新能源更具有深远意义。新能源领

域的发展能为中国能源结构、碳排放、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解

决带来新的思路 [1-3]。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行业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新能源

行业不单要求新能源的对口专业人才领域需要对新能源有

深入的知识掌握，同时对非对口专业人才也要求对新能源要

有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在新能源领域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下，中国很多高校不单在新能源对口专业开设新能源课程，

在传统工科也要求开设新能源基础课程，新能源概论课程正

是在这个背景下开设。通过对新能源概论的学习，学生能

掌握各种新能源的基本原理、应用情况和政策支持等方面

知识，能为毕业后从事新能源或新能源相关工作打下一定 

基础 [4-6]。

目前新能源概论的课程主要以线下授课为主，课程实

施过程存在课程内容时效性不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欠佳等问

题。论文通过对新能源概论课程进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针

对课程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课程建设思路和具体

实施方案。课程建设目的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强课堂学

习效果，提高课程内容的应用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

决问题的能力。

2 课程内容设计与课程建设思路

2.1 教学内容选择
新能源概论课程在概论章节部分主要讨论新能源相关

概念、新能源的共性问题和新能源总体发展情况，在其他章

节主要介绍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水能、海洋能、

地热能、氢能等目前技术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新能源

的基础知识。每一种新能源介绍资源情况、技术发展、技术

现状、应用现状、政策支持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基础内容。课



教育与研究 6卷 2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111

程内容总体上具有应用性、实践性、时效性都较强的特点。

在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过程中，课程内容选

择从技术进展、课程反馈、应用性、实操性和课程思政五个

方面进行考虑。

在技术进展方面考虑课程内容选择主要是关注最新技术

进展，在成熟的知识传授前提下，引入新闻、视频等最新相

关技术和政策的最新发展，在保证课程知识逻辑体系完备和

严谨的情况下及时对教学课件进行技术进展方面的更新，这

样能确保课堂所教授的理论知识能跟上当前社会发展的脚步。

在应用性方面考虑课程内容选择时，考虑在理论知识

授课过程中将各种新能源的应用引入实际工程应用案例内

容，以课程理论知识为基础，从工程角度出发，对工程情况

分析、系统工作原理、系统设计、系统设备选型、经济性分

析等方面内容进行展开，让学生在学习课本理论知识的同

时，对新能源的应用工程也能做到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

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与应用实践的相结合。

对课程内容选择的实操性方面，结合课程中选取适合

案例教学和输出导向的内容进行教学设计，这样能有效将理

论内容、技术进展和应用案例进行有效融合，在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的同时，也能让授课教师对授课内容的讲解更有实操

可能性。

在以上三方面考虑课程内容选择的同时，课程内容的

选择必须考虑课程思政融入课程内容。在新能源概论中，可

以选择能源安全与国家战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科技

创新与人才培养、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全球合作与治理体

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在

确保知识传授的同时，也能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实现对学生

的价值引领。

课程内容选择最后要考虑建立反馈机制，通过线下线

上渠道收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反馈，在课程建设过程中

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形成持续改进的机制，这样能有效对课

程内容结合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改进，保证学生学习兴趣和学

习效果，也能通过对学习生反馈信息及时更新课程内容（见

图 1）。

2.2 课程建设思路
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思路主要从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工程应用、结合科研、线上资源建设、完善考核

和课程思政融入七个方面进行建设。

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建设思路为调整教学内容增强

时效性与实用性，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让课程紧密

结合最新发展，通过最新版本教学课件的制作确保所教授的

知识与当前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同步。同时，在教学实验过程

中，通过线上线下手段收集实践教学反馈，对教学内容进行

持续改进。

在教学模式方面，积极尝试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与改

革，引入案例教学的方法，通过实际案例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与学习，提升学习效果。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采用输出导向的

教学设计，在课程内容设计上进行问题式引入，在课程中注

重学生的实际操作与问题解决能力，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与

应用。

在工程应用方面，课程建设思路为建设完善实际工程

应用素材库，结合课程理论内容引入实际工程应用案例，

以案例教学的方式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知识的实际应用场景，

增强课程的实用性，同时拓展学生毕业后就业方向及实操能

力，增加课程与社会需求之前的对接。

在结合科研方面，首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融合教师和

学校的科研项目与课程内容，将理论与科研相结合，通过输

出导向教学设计将科研内容融入课堂中，实现教学与科研实

践相结合；其次，在课后积极组织科研兴趣小组，鼓励学生

申报科研项目和参与科研活动，通过课外科研补充教学，培

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在线上资源建设方面，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工程应用

和结合科研的建设思路，对线上教学资源进行合理建设与利

用，通过完善线上课程资料，加快线上课程资料的建设与更

新步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

习需求。

在完善考核模式方面，改变以结果考核绝对主要因素

的考核方式，结合考虑学生在工程案例应用、课程结合科研、

课程思政、线上课堂表现等多方面过程因素，实现结果考核

与过程考核相结合，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新能源概论课程内容具有绿色环保、可持续、多学科

融合等特点，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可以发掘课程思政元素很

多。通过知识点联系思政、案例教学、结合科研等可以合理

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可以在授课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

识、社会责任感等正确的价值观，实现课程内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的有效结合（见图 2）。

图 1 教学内容选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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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中，教学方法的选择

总体是以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线下教

学方面，教学设计主要采用输出导向的教学设计方法，教学

实施过程结合案例教学，在课程中将科研和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在线上教学方面主要是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多元化的

学习通道，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在输出导向的教学设计方面，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

程的教学设计时考虑结合课程内容提前提出知识点相关的

小组任务，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完成预设目标的方式

自主提前学习，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课程知识点

的学习和应用效果。例如，在风力发电的教学设计中，在

教学前提出预习任务让学生在预习风力发电知识点的同时

以作业的形式分小组设计一个小型的风力发电系统模型，设

计任务包括工作原理说明、系统组成、设备选型等，在这个

任务的驱动下，能让学生更有目的地对课程知识点进行有效

预习，能让学生更明确知识点的应用及注意事项。课堂教学

完成后，鼓励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介绍和反思，将任

务完成情况记入考核中的过程考核成绩，能增强学生学习主

动性。

在案例教学方面，在新能源概论教学过程中，引入与

授课知识点相关的实际工程案例结合理论知识点进行授课，

能及时让学生对比理论与实际工程的联系，增加理论知识的

实用性。以课程中太阳能发电的知识点教学设计为例，任课

教师可以在讲完理论知识点后，引入某一个实际的光伏发电

设计和建设项目为案例。在案例中主要结合理论知识点介绍

发电系统的设计、建设及运行过程，通过实际的项目能让学

生更研发地掌握太阳能发电的原理，能结合课本理论知识和

实际工程的应用。课堂上通过课本知识与实际工程相结合，

能提高学生对课堂知识学习的针对性，提高课堂知识的应用

性。授课完成后，任课老师可以布置太阳能发电系统经济性

分析小作业，鼓励学生根据自己认知提出改进方案，并将作

业表现记入平时成绩登记，这样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对课程的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科研和实践与教学相结合方面，新能源概论在线开

放课程在教学设计时根据教学内容对教师和往届学生的科

研项目进行介绍，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课后，

任课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学生科研项目申报信息，鼓励学生

积极了解和参与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在学生申报科研项目

后课程为学生提供咨询和指导，学生能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对

理论知识进行实际应用，能有效起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

实践操作能力效果（见图 3）。

4 在线平台构建

课程在线平台构建方面，本课程选用泛雅平台超星学

习通作为学习平台，主要的建设经验主要有选择合适的在

线学习平台、设计合理的课程结构、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强化互动与交流、实施有效的评估机制和关注学生体验五个

方面。

在选择课程在线学习平台方面，主要注重平台的便捷

性和高效性，要求平台需要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易用性，课程

平台应能提供学习、作业、讨论、反馈等多方面功能以满足

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在课程结构设计方面，新能源概论在线课程结构设计

中，将课程内容细分为“新能源基础”“新能源技术”和“新

图 2 课题主要建设目标

图 3 课题教学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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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应用”三个学习模块，在各个模块下又根据新能源各类

的不同设有多个子章节，在整个课程结构设计方面保持课程

内容逻辑清晰，能有效形成相互联系的课程知识体系，让学

生能更有逻辑性地进行课程学习。

在学习资源方面，在新能源概论在线课程中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资源，在新能源概论中，除了基础的文字教材外，

课程还提供了大量新能源领域的相关视频教程、实验演示、

行业报告等学习资源，通过丰富的学习资源能有效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能有效拓展学生课本知识点的实际应用。

在强化互动与交流方面，新能源概论在线课程平台设

置专门的学习讨论区，学生可以在学习讨论区进行课程相关

的提问、分享学习心得等操作，同时任课教师会根据学生讨

论情况参与到讨论中或解答学生在讨论区提出的疑问。在课

堂上和课堂后，教师还能通过平台进行提问、抽查、小组讨

论等活动，能通过各种线上功能完成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能起到强化互动和交流的效果，

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实施有效的评估机制方面，新能源概论课程所在线

平台具备学习进度统计、作业提交、在线测试等功能，教师

可以利用平台布置了在线测试和作业，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后提交至平台，教师根据测试题型的不同可以设置自动批

改评分和手动批改评分。在课程在线系统平台上，任课教师

能在学生作业完成后统计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学生的

学习反馈信息可以有效帮助任课教师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

和教学进度。

5 课程思政融入

在课程中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是新时代对课程的必

然要求，在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中，课程中融入课

程思政主要从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实施融入、授课后教学评

价和教师反思四个方面考虑，以核能知识点讲解进行课程思

政融入课程为案例，具体的举措为：

在教学设计环节，任课教师先在教学内容设计中确定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在核能知识点介绍的基础上，确定课程

思政目标为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大国自信，增加学生社会责

任，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和大局观，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增强学生时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教学内容设计上，结合核能的发展历史，可以引导

学生了解中国核能技术和行业发展情况，以中国在核能领域

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强学生爱国情怀和大国自信。在案例介绍

部分，结合核能安全基础知识必要性引出中国对核能安全和

各方面举措，可以增加学生社会责任感。在核能与环境部分，

可以介绍核能对环保绿色的作用和贡献，可以培养学生环保

意识和大局观念。

在课程授课过程中，核能知识点的讲授可以结合案例

教学、输出导向教学、结合科研、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能合理地

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中。

在授课内容完成后，还可以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学生

组织课程思政元素中的安全、环保、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并让学生进行总结和发言，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学生团队协

作能力和个人思维能力。在点评环节，授课教师可以结合核

能时势进展进行点评，可以增强学生的时势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

在教学评价环节，新能源概论将教学过程中的小组评

论中课程思政部分的表现记入过程性考核成绩，在课程最终

考核题库中也适当加入课程思政的考核元素，能有效加强学

生对课程思政学习的积极性。在完成授课教学后，授课教师

在反思知识传授教学的同时也应当反思 课程思政融入课堂

效果，根据课堂实践效果再调整课程思政目标设定、授课融

入等内容，达到更好的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效果。

6 结语

新能源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经过两轮课程的实施，

通过课程内容调整，增强了课程教学内容的时效性。经过案

例教学方法和输出导向的教学设计，提升了学生对课程的学

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科研和实践与课堂相结

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提高了课程的实用性，提

升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课程线上教

学的建设，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满足了学生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同时又通过线上反馈对教学进行了持续改进。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对原有单一的考

核模式进行了改进，增加各种形式的教程考核，让课程考核

模式的公平性和针对性得到了有效提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进行课程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了学

生正确价值观。经过课程反馈，新能源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

实践提升了教学效果，课程建设经验能为相近课程的建设提

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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