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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503T 学科门类：工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地方光伏产业，服务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旨在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掌握光学、电学、能源科学等基本理论；掌握新能源光

伏/光热转化与利用、能源动力装备与系统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基

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和素质、光伏/光热应用系统的设计与施工能力、以及一

定的工程管理能力，能在新能源（如太阳能光伏/光热）等领域从事技术开发、设计制

造、运行控制、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毕业五年左右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掌握新能源领域（太阳能光伏/光热）的数理、工程基本知识、以及系统

设计和施工方法，了解新能源领域的新政策、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技术发展现状和趋

势。

目标 2、具备综合运用适当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解决新能源系统（太阳能光伏/光热

系统）实际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在新能源系统开发、设计、使用和管理过程得到系

统化训练。

目标 3、具有参与太阳能光伏/光热项目及工程管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经济、环

境、法律、职业健康安全和伦理意识，能够主动紧跟新能源科学工程领域的特别是光

伏光热系统设计 、应用 、控制方面的工程和管理人才；具有初步的项目和工程管理能

力；具备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

目标 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识，能与国内外同行

进行良好沟通。

目标 5：拥有职业发展中的终生学习与自我完善能力，持续提高职业技能。能够积

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二、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用于解决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

1.1能对一个系统或过程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运用现代计算技术求解方程，应用

于新能源领域复杂工程。

1.2能够利用专业知识，通过模型分析，优化新能源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完成新能源系统的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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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分析：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获得有效结论。

2.1能对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进行识别和判断，并应用专业知识进行分解、获取

关键核心问题。

2.2能对核心问题进行表达与建模，借助文献研究对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进行分

析和选择，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复杂的多种能源混合系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因素。

3.1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新能源领域的复杂系统，确定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

3.2能够在设计方案中，考虑健康、安全、环境、法律等现实的约束条件。

3.3能够通过技术经济评价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设计方案进行优

选，体现创新意识。

4、研究：能够采用科学方法对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能通过文献调研，设计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研究中所需的实验和测试手

段。

4.2能够根据工程中材料、零件、工艺和装置等研究对象，选择确定研究路线，制

定可行的实验方案。

4.3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装置，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安全进行实验，能正确采

集、整理实验数据，对实验数据进行建模、科学处理，对实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解

释，获取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够针对新能源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

限性。

5.1能运用新能源系统工程中所需的制图工具、现代专业仪器和专业模拟软件、信

息检索工具、专业数据库。

5.2合理选择与使用所需的制图软件和专业模拟软件进行新能源系统结构设计、工

艺优化和设备选型工作。

5.3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借助专业模拟软件，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开

发、模拟和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具有在新能源企业和训练基地实习实训的经历，熟悉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标准、

安全生产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6.2能够识别、量化、分析和评价新能源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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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潜在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项目实施的制

约，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评估新能源领域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7.1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知晓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

规，理解新能源行业践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7.2能够针对新能源领域实际的工程项目，评价其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处理方案

和安全防范措施，判断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损害和隐患。

8.职业规范：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具有正确

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8.2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了解客观公正、诚信守则、实事求是的工程职业道

德，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8.3了解能源动力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

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9.1在新能源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多学科背景团队中，能承担个体或团队成员

角色，开展工作。

9.2能主动与其他学科的成员共享信息，合作共事，主动与团队成员开展合作，听

取团队成员的意见，组织团队成员开展工作。

10. 沟通：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稿、陈述发言清晰，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0.1能通过口头、文稿、工程图纸等方式，准确陈述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交流。对公众质疑，通过口头、文稿、工程图纸等方式做出清晰

回应。

10.2通过阅读和交流，了解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就专业问

题，能用外语以口头和书面等方式进行表达和交流。

11.项目管理：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理解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的原理。了解新能源领域工程项目及产品全周期、

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掌握新能源领域工程

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1.2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将工程项目管理与经济决策的知识与方法应用到新能

源系统产品的开发和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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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终身学习：养成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习惯，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12.1理解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必要性，理解技术进步对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影

响。能跟踪和识别新能源领域知识发展和创新研究方向，理性分析、判断、归纳和提

炼问题。

12.2能对个人的知识能力进行自我评价，并根据个人和职业发展需求，自主学

习。

三、学制与学位

学制：标准学制四年，修业年限为 4-6年。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标准

毕业须修满 166学分，其中理论学分 108分，实践学分 58分。

五、主干学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六、核心课程

工程力学、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半导体物

理与器件、光电与光化学转化原理、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学。

七、主要实践教育课程

1.主要实验（实践）课

大学物理实验、大学化学实验、AutoCAD、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自动控制原理实

验、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2.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1）主要专业实践

太阳能产业的最新进展，光电与光化学转化原理课程设计与专业综合训练；光伏

方向开设光伏发电系统课程设计，光伏发电技术及计算机模拟实验与光伏系统设计与

运维技术等项目课程；光热方向开设热泵热水系统课程设计，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及计

算机模拟实验与光热系统设计与运维技术等项目课程；工程训练 B、专业认识实习、

毕业实习等专业实习。

（2）毕业设计（论文）

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学习与设计训练，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光伏发电系统

或光热应用系统的设计与施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强化该领域各工艺环节的基本技

能，培养学生动手和动脑的良好习惯，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尽量体现地方行业企业急需的内容，采取“行业企业出题制”，即行业企

业负责毕业设计（论文）的实用性、前沿性，学校负责毕业设计（论文）的语言规

范、理论指导和一定的学术性，有一定时间段在行业企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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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素质实践

综合素质实践教学课程由思想道德素质(德育)、创新创业（智育）、人文素质（体

育美育）、社会实践(劳育）四个模块构成，每一模块由若干教学内容组成，每位学生

须取得 6个学分，其考核与认定办法按《新余学院综合素质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执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