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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major of Weif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erarchical and multi-link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speci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It has built the mode of “four levels and three combination”,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ctive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urses, and realized the progressive training from basic experiment to 
innovative practice. Through the practical teaching wisdom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 is improved, and 
the	self-initiative	of	students	is	improved.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practice	system,	the	studen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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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创融合”视域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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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潍坊理工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为例，探究在“专创融合”理念下，构建了分层次、多环节的综合创新实践教学
体系。搭建了“四层次三结合”的模式，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能动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之中，实现了从基础实验到创新实
践的递进式培养。通过实践教学智慧管理平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同学们的自主能动性。实践体系改革后，学
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显著提升，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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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 2035 年，中国发展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1]。面对国内外发

展的新环境，中国已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已成

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并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然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行业创新的快速发展步

伐，且传统的专业教育师资队伍在培养社会所需的复合型实

践创新人才方面存在局限 [2]。因此，探索并实施“专业教育

与创新创业融合”的项目式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培养实

践创新人才的关键路径。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专注于研究常规能源的利用、新

能源的开发以及能源安全、清洁与高效转化的各种方式。该

学科的目标在于培养在能源与动力领域内的科研、教学、设

计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当前，新工科已成为推动中国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能源动

力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契 

机 [3]。实践教学，作为培育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创新能力的

关键环节，在新工科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如何

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提升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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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培养质量尤为关键。

论文以潍坊理工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为例，探究

基于“专创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从实践课程体系、

实践平台等方面，有机地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能动实践课程

建设、改革、发展之中，达成教育合力的作用，为高校能源

与动力相关专业“专创融合”提供参考意义。

2 构建分层次、多环节的综合实践教学体系

2.1 “四层次三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当前，我校新能源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在实

践教学环节，主要由课程本身附带的实验或者实验课时组

成，专业基础课程与后续的创新型实践、工程应用实践之间

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未形成一个系统的架构。学生在操作的

时候按照教材或者实训实验指导书的步骤完成，仅仅是锻炼

了动手能力，不具备创新性和探索性。对于学生培养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成效有限，并不能实现培养方案中能力和

素质目标的提升。此外，各专业课程之间欠缺联系，实训的

内容也没有跟上现代产业的发展和要求，此外，目前的实践

体系偏重于课本知识传授，忽视了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并不

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能动专业在时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将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相结合。通过校企合作、第一第二课

堂、创新项目相结合的方式创新能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

建了基于“校内实验室 + 第二课堂学科竞赛平台 + 产教融

合平台”三平台相结合，“基础实验、专业实验、综合设计

和创新实践”多个层次递进式的“四层次三结合”实践教学

体系，如图 1 所示。体系设置从基础实验到创新实验，循序

渐进，并且借助产学研平台实现工程实践能力锻炼，通过第

二课堂学科竞赛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最终实现从专业基础

操作能力到自主创新就业能力的提升。

图 1 能动专业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2.2 四个层次设计
实践体系中基础实验和专业实践是理论课程的落实。

第一大部分是理论课程中包含的实验课时，主要有流体力

学、大学物理实验、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电工技能实训等，

此类课程多以验证和演示型实验为主，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基

础的实践操作能力，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第二部分是单独

设置的实践课程，主要包含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制冷技

术课程设计、热工测试技术实验、低品位热利用设备与应用、

空调课程设计。这一部分更偏重于同学们综合能力的培养，

主要是综合类实践、设计型实验。这一类实践环节的开展为

后续创新型实践环节提供了知识和能力基础。此外，学院购

买了空调冷热源系统优化设计及运行调节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帮助同学们完成制冷等课程设计，丰富了教学资源。基

础实验与专业实践构成了理论课程的核心实践环节，尤其对

于低年级学生而言，至关重要。通过结合课堂教学、实验室

体验及虚拟实验平台，这些实践课程不仅验证了理论课程的

知识点，还让学生通过亲身操作和课程设计，熟悉实验设备

的使用技巧，深入理解基本原理，从而点燃他们学习的热情。

为了增加各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我们将所有的专业

课程进行整合，构建了核心课程群架构，形成了机械类课程、

热工类课程、制冷类课程和测试类课程四大课程群。为每个

课程群组设计了一个综合实践设计项目，分别是基于凸轮机

构的机械臂设计、锅炉燃料和烟气成分分析、溴化锂吸收式

制冷机设计与运行、热泵机组性能运行测试。综合设计是中

小规模设计任务，不是单门课程的结果，是多门课程组合才

能完成。综合设计阶段标志着学生从实践到认知，再到深化

实践的循环过程。它广泛涵盖各理论课程的核心内容及边缘

知识，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深化学生对基础理论及基本

法则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学生寻找各学科间的交汇点与创

新机遇。“专创融合”模式不仅聚焦于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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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育，还着力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系统思维能力。

创新实践阶段则是对创新探索的深化。这一部分不由

课程教师组织，由学生自己组队并通过指导老师指导完成。

依托第二课堂活动，比如参加节能减排竞赛、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制冷空调大赛等学科竞赛，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搭建

了一个自我超越的舞台。这些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与创新能力，鼓励其主动探索，进行原创性研究，从而全

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潜能。

此外依托学院建成产业学院的基础，与企业建立了密

切的合作关系。学院每学期部分实践课程会在合作企业开

展，比如制冷实训等，这使学生得以深入企业一线，亲身参

与真实工程项目，体验职场环境。这样的经历不仅增强了他

们的科技创新意识，还进一步提升了其专业水平与综合素

养，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该实践体系由四个层次构成，这些层次由浅入深、循

序渐进地展开，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这一体系通过四个

层次实践铺展开，使得实践教学呈现出一种立体、渐进式上

升的特点 [4]。此外为了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学校对实

验教学内容进行了及时的补充与调整，旨在将教学质量的提

升、专业能力的增强以及综合素质的训练三者紧密结合，共

同服务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3 实践教学智慧管理平台

原来的实践课程大多跟随理论课程，所以通过会在理

论开课完成或者课中进行，平时不对外开放。创新的实践课

程体系，为同学们设置了各类创新实践项目，这就要求必须

充分利用实践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在平时对同学开放，提高

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自由度，为此我们搭建了能动专业实践

教学智慧管理平台。

平台可提供以下功能：①教学资源共享。所有专业实

践课程的资料，包括实验教学指导书、实验大纲、授课课件

等都由老师上传供同学们下载使用。②教学设备指导。校内

实验室和校外实践基地的主要设备使用说明，常用大型软件

下载地址通过平台进行分享，为有学习主动性和想要提升自

己能力的同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③实践平台自主预约系

统。平台提供实验预约功能，通过“创新实验预约平台”，

同学们可以自主进行预约实验，并可以联系指导老师，为师

生交流提供了便利。

“实践教学智慧管理平台”还提供其他的虚拟实验室

链接等，方便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充分利用了教学资源，同

时提供智慧化的管理，老师可以通过平台数据为学生有针对

性的讲解他们更感兴趣的实践环节；也为后续对学生的评价

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

4 实践改革成效

为支持学生双创能力提升，丰富教学资源，在原有实

践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教研室组织教师整理形成了活页教材

《能动专业创新创业项目案例汇编》，总结了近几年来的创

新项目案例，为学生们提供创新思路和想法。

实践教学不断改革，使得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得

到进一步提升，为大学生科技创新、创新创业提供了高端专

业人才的培养支持。学院近两年学生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立项校级 20 项，省级 1 项。能动专业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积极性大幅提升，省级以上获奖 40 余项。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发表论文 5 篇，授权专利 3 项，科研创新成果较之前有

显著增加。特别是有的同学在经过大学前两年的专业实践后

创新能力有了极大提升，通过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成果参加学科竞赛，后又经过总结撰写实用新型专利并

获得授权，最后以技术转让的形式完成成果转化，打通了创

新项目—学科竞赛—创新成果—成果转化的有效创新路径。

5 结语

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环境，中国已确立了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因此探索并实施“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融合”的

项目式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关键。论文以潍坊理工学院

为例，构建了基于“校内实验室 + 第二课堂学科竞赛平台 +

产教融合平台”三平台相结合，“基础实验、专业实验、综

合设计和创新实践”多个层次递进式的“四层次三结合”实

践教学体系。该体系通过基础实验等的四个层次 + 三个平

台的方式，实现了从专业基础操作能力到自主创新就业能力

的提升。此外，还搭建了实践教学智慧管理平台，提高了实

践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实践改革成效显著，学生的科技创新

能力和综合素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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