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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简介

（Electrical & Electronic Technology）

Electrical & Electronic Technology

2 32 0 0

《电工与电子技术》是高等工科学校本科非电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学科基础课，是

研究电工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学科。教学内容涵盖面广、信息量大，主要内容包括

直流电路、单相及三相交流电路、磁路与变压器、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控制、半

导体材料与器件等知识。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获得电工和电子技术必要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电工电子技术应用和发展的概况，为今后的

学习及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电工与电子技术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本课程在教学

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学生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树立职业理想以及激

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贾贵玺主编．电工电子技术基础与实践．ISBN: 9787111530220.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6,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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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课程简介

Professional English

Profession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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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课程简介

Mechanics of Materials

Mechanics of Materials

2 32 0 0

本课程主要介绍构件在力的作用下，内力、应力、变形、强度、刚度及稳定

性等问题，为后续相关课程提供理论及计算方法，使学生掌握工程设计中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问题及分析计算能力，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打好基础。课程教学目

标：（1）掌握构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设计技术方法；（2）掌握使用材料的力

学性能，为构件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3）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计算

能力、理论分析和实验分析能力；（4）加强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工程解决问题

的能力。

刘鸿文等.简明材料力学（第 3 版）.ISBN(9787040444964). 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255B%25E5%258A%259B%255D%2520mechanics%2520of%2520materials%26keyfrom%3Dhao360&q=%E6%9D%90%E6%96%99%E5%8A%9B%E5%AD%A6+%E7%BF%BB%E8%AF%91&ts=1491109086&t=2d4d6d4b58de2848b24c2dff84c1b70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255B%25E5%258A%259B%255D%2520mechanics%2520of%2520materials%26keyfrom%3Dhao360&q=%E6%9D%90%E6%96%99%E5%8A%9B%E5%AD%A6+%E7%BF%BB%E8%AF%91&ts=1491109086&t=2d4d6d4b58de2848b24c2dff84c1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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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伦理学》课程简介

Engineering Ethics

Engineering Ethics

2 32 0 0

本课程讲授工程伦理的基本规范、工程师的责任、工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与

社会责任、工程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工程中的诚信与道德、工程与生态责任、

工程伦理的应用等基本内容，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细致分析和深入讨论，帮助

学生了解工程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应对这些伦

理和道德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传递和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

以掌握工程伦理规范、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增强职业道德敏感性以及分析解决

复杂工程伦理问题的能力。

赵莉、姚立根主编. 工程伦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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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课程简介

（General Chemistry）

General Chemistry

5 80 0 0

《普通化学》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一门主干必修基础课程，在专业课的

学习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培养材料学科专业人才整体知识结构、能力结

构及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有关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通过本课

程教学，使学生掌握物质结构的基础理论、化学基础原理和常见元素的基本性

质，并进一步了解与化学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科技发展、学科渗透交叉等方

面的知识，使学生具有全面的基础化学素质和知识水平，培养学生从化学与物

质的角度，思考和解决材料学问题的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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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课程简介

（Organic Chemistry）

Organic Chemistry

4 64 0 0

《有机化学》课程是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

必修的重要基础理论课。本门课程系统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及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有机化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

透，以及最新的成果和发展趋势。主要介绍各种不同类型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制备方法、理化性质及结构鉴定方法等，内容由浅入深，为后续专业基础课程和

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从事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须的有机化学基

础。并满足硕士有机化学课程入学考试的要求。

李景宁等. 《有机化学》（第六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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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课程简介

（Physical Chemistry）

Physical Chemistry

6 96 0 0

《物理化学》是材料、化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材料化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学生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它借助于数学、物

理学等基础科学的理论及实验方法，从物质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联系入手，

研究化学反应的规律在科研、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应用。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不仅可以掌握有关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化学反应的能量改变，化学反应的平

衡组成，化学反应的机理和速率，多相平衡体系及界面特征等方面的知识。通过

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该课程将为

各专业学生后继专业课的提高学习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他们今后从事新材

料的合成，新能源、新产品的开发，新的工艺过程设计等起重要指导作用。

傅献彩等编．物理化学（上）．ISBN: 978704016769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第五版.

傅献彩等编．物理化学（下）．ISBN:978704017796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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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课程简介

（Materials Physics）

Materials Physics

2 32 0 0

《材料物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材料中的物理现象及其本质机理和应用，内

容涉及材料的晶态结构、晶体缺陷、材料的固态相变、材料的固态扩散、材料的

电子理论、材料的电学性能、材料的磁学性能和材料的光学性能。

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材料物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如爱国主义教育、大

国工匠精神、“质量互变”哲学思想、公共安全意识、职业道德和敢于质疑的勇气、

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科学家精神等。一方

面，可以帮助学生将枯燥的理论与实际材料研究有效联系起来，为今后的科研工

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本课程可以体现出课程育人的重要作用，对青年

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志林、《材料物理》、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二版（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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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课程简介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Devices）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Devices

2 32 0 0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是半导体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基础。课程首先系统介绍各

种半导体材料的制备原理、工艺和物理特性，主要涉及元素半导体、化合物半

导体、氧化物半导体、有机半导体等领域的相关内容。然后系统介绍各种半导

体器件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合，主要涉及二极管、晶体管、光电子器件等。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的基本原理和工艺特性，为学

生在半导体行业或继续深造奠定良好基础。

杨树人. 半导体材料.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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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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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技术概论》课程简介

（Introduction 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2 32 0 0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是实现新能源的转化和利用以及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关键

能源和材料，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新能源技术概论》作为一门重要的导论

性专业必修课程，基于“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节能降碳，推进能源革命，

优化能源结构的时代背景下，在介绍专业发展和培养目标的同时，系统地介绍有

关新能源科学的基本理论、技术进展、新能源经济与政策，以新能源科学的基础

知识、新技术前沿等方面的内容为对象，基础知识与发展前沿相结合，内容涉及

“碳达峰和碳中和”、新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氢能与燃料电池、风能、

生物质能、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和新能源材料等的基础与前沿等。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新能源行业的兴趣，培养新能源科学与技术发展所需的合

格和创新性人才，同时通过“双碳”政策背景下的课程思政设计，增强学生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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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课程简介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64 4 0 0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着眼于材料科学和工程基本问题、从材料的基本理论出发，将各种材料等

结合在一起，使学生能把握材料科学和工程的共性，熟悉材料的个性，让学生建

立组成、结构、性能和加工、功能的系统思维。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教学，

使学生不仅能掌握基本理论，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验证理论、探索新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指导学生具有科学的辩证

思维能力，追求科学伦理，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高峰，为祖国做出应有的

贡献。

胡赓祥 等编，材料科学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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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基础》课程简介

(Fundamental of Electrochemistry)

Fundamental of Electrochemistry

2 32 0 0

本课程将详细介绍电化学的基本原理、电化学测试技术以及应用电化学三大

部分。电化学原理部分主要讲授电化学热力学与电极过程动力学。电化学测试技

术包括了计时安培法，循环伏安法、电化学交流阻抗法和光谱电化学等重要的电

化学测试方法。在应用电化学部分，将从化学电源，电催化与电化学合成等方面

讲授。课程教学目标：（1）掌握电化学的基本原理与理论，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

计算能力，具备电化学理论分析能力；（2）掌握电化学测试技术，具备数据分析

能力；（3）具备利用电化学合成新能源材料及性能测试分析能力。（4）具备抽象

思维能力和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

. . 2020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255B%25E5%258A%259B%255D%2520mechanics%2520of%2520materials%26keyfrom%3Dhao360&q=%E6%9D%90%E6%96%99%E5%8A%9B%E5%AD%A6+%E7%BF%BB%E8%AF%91&ts=1491109086&t=2d4d6d4b58de2848b24c2dff84c1b70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255B%25E5%258A%259B%255D%2520mechanics%2520of%2520materials%26keyfrom%3Dhao360&q=%E6%9D%90%E6%96%99%E5%8A%9B%E5%AD%A6+%E7%BF%BB%E8%AF%91&ts=1491109086&t=2d4d6d4b58de2848b24c2dff84c1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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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材料与器件》课程简介

（Fuel Cell Materials and Devices）

Fuel Cell Materials and Devices

3 48 0 0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储存在燃料中（特别是氢气）的化学能转化成电能的发电

装置，具有能量转化效率高（不受卡诺循环限制）、污染排放低等优点。《燃料

电池材料与器件》作为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

课程，不仅为学生提供专业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也为从事相关技术开发

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及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介绍

燃料电池反应热力学和动力学、燃料电池电荷转移和物质转移、燃料电池表征

方法、燃料电池分类、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材料、燃料

电池热管理、燃料电池系统设计的知识，使学生掌握燃料电池技术的背景科学

基本细节，树立关于燃料电池技术方面的正确概念，了解其应用场景、发展前

景，同时培养学生科学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进一步强化实践综合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为今后从事燃料电池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必备的基础。

奥海尔等，《燃料电池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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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课程简介

Material Research and Testing Methods

Materials Research and Testing Methods

2 32 0 0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一

门理论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材料成分与结构的研究与

测试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本课程教学内容是后继材料类专业课程和进

行材料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的理论和实验基础，是了解材料微观结构和改进

性能的不可缺少的课程。该课程覆盖各类材料及其成形领域，主要涉及材料专业

主要分析测试仪器的原理与使用、数据处理与分析等重要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

光学显微分析、原子力显微镜分析、X 射线衍射、X 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电子

显微镜、热分析、光谱分析等方法，是材料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培养尊重事实、

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及素养，培养创新精神、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严谨的科学态度。

王培铭,许乾慰. 材料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第一版第十七次（2017 年 12

月）

http://book2.duxiu.com/search?sw=王培铭&Field=2&channel=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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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原理》课程简介

Principle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Principle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2 32 0 0

锂离子电池原理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本课程重点介绍锂

离子电池的电化学原理，电池的组成结构，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种类与特征，

电池的安全问题等。同时，也将具体介绍电极材料的制备工艺，电池的制备工艺

及电池回收等与生产相关的知识。

本课程不仅系统阐述了锂离子电池的基本理论、电极材料制备方法和电池工

艺，并且吸纳和反映了近年来锂离子电池领域中的一些最新发展，同时结合新型

电极材料的大规模制备及电动车电池安全问题等案例的具体分析，突出本课程的

知识性与应用性结合的特点。

[1] Jung-Ki（韩），《锂二次电池原理与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2] 夫义正树（日）等，《锂离子电池-科学与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3] 何向明等，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规模化生产技术》，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7 年

[4] 王芳等，《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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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材料与器件》课程简介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and Devices）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and Devices

2 32 0 0

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储能材料与器件对于新能

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化学

储能方式及原理，了解当前储能材料的分类、器件结构和特点，逐步培养学生的

兴趣与专业素养，从而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为今后从事

新能源储能产业和相关研究建立良好的基础。课程首先介绍能量转换、存储与利

用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化学储能材料，新能源技术中的储能技术等。继而转入

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金属空气电池，超级电容器及液流电池等储能器件。概

括了上述常见储能器件的特点及应用情况，其中重点对当前应用相对广泛的锂离

子电池和铅酸电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黄志高. 储能原理与技术. ISBN: 9787517065425.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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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化学》课程简介

(Catalytic Chemistry)

Catalytic chemistry

2 32 0 0

本课程介绍了当前所知催化剂及其催化作用机理。要求学生熟悉催化剂的

种类及反应机理；掌握多相催化、均相催化、活性中心等基本概念以及催化作

用的本质；了解多相催化反应模型和过程；了解几种常用的酸碱催化剂，例如

分子饰催化剂、层柱状催化剂及杂多酸催化剂；理解氧化还原催化剂，例如金

属催化剂和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熟悉新型催化材料以及掌握常用的催化剂制备

方法。另外，在经典催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催化化学相关科技类论文，

引领学生回顾催化领域的新思想及研究成果。

[1]韩巧凤，卑凤利. 催化材料导论.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03。

[2]吴越. 应用催化基础.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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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开发利用技术》课程简介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echnology）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echnology

2 32 0 0

本课程主要基于氢能利用的发展沿革，介绍氢能开发利用中氢气制备、储存

和运输、氢安全等关键技术，使学生对氢能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成果、

产品及理论有较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全局视野，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为深入

研究及解决氢能开发与利用相关技术问题打好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1）了解氢能开发利用发展沿革，熟悉氢能领域涵盖的关键

技术范围；（2）掌握氢气制备、储存和运输、氢安全等关键技术原理、特点及应

用现状；（3）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理论分析和经济分析能力；（4）加

强学生对氢能开发利用技术的理解和评判能力。

（一）自编《氢能开发利用技术》教材。

（二）教学参考书

[1]吴朝玲等编. 氢气储存和运输. ISBN:9787122374578.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2021, 第一版.

[2]毛宗强等编著. 氢安全. ISBN:9787122374653.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第一版.

[3]衣宝廉等著. 氢燃料电池. ISBN:9787122237880.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
第一版.

[4]蔡颖等编著. 储氢技术与材料. ISBN:9787122327932.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2018, 第一版.

[5]毛宗强等编著. 制氢工艺与技术. ISBN:9787122317070.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2020, 第一版.

[6]刘宝忠著. 低成本储氢合金制备与性能.

[7]王艳艳等编著. 氢气储能与发电开发. ISBN:9787122292889. 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2017,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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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技术》课程简介

(Fuel Cell Technology)

Fuel Cell Technology

2 32 0 0

《燃料电池技术》主要讲授燃料电池的基本原理、燃料电池类型及发展现状、

燃料电池的构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燃料电池器件及燃料电池应用等方面的内

容，通过深入学习燃料电池基础知识，使新能源材料专业的本科生更好地了解燃

料电池关键材料及器件的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课程教学目标：（1）掌握新能源

材料科学基础知识和电化学性能测试技术（2）培养应用数学、物理和材料科学

专业知识解决燃料电池相关问题的能力；（3）掌握燃料电池材料与器件的科学研

究方法；（4）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工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向学生讲述佛山氢能燃料电池的发展故事，介绍学

校氢能燃料电池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激励同学们学习新能源（氢能）的热情，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燃料电池技术》课程的思政育人功

能。

[1] 曹殿学．《燃料电池系统》．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9 年。

[2] 章俊良．《燃料电池—原理关键材料和技术》．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3] 辛格哈尔（译者:韩敏芳）．《高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原理设计和应用》．北

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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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材料与器件》课程简介

（Solar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

Solar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

2 32 0 0

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由于具有广泛性、清洁性和永久性等优

点，太阳能在可再生能源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课程主要介绍太阳能电池结构与工

作原理，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太阳能利用方式及原理，了解太阳能电池材料分类、

器件结构和特点，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为今

后从事新能源生产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主要内容包括：1）太阳能

及利用方式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太阳能特点、太阳光谱以及太阳辐射能计算、

太阳能的主要利用方式；2）太阳能电池的物理基础——太阳能电池性能参数的

定义及其测试，概述对决定太阳能电池性能参数的关键因素——太阳能电池材

料。3）太阳能电池用硅材料（单晶硅、多晶硅及薄膜、非晶硅薄膜）、GaAs、

CdTe 等 III-V 化合物半导体以及 CIS 系和 CIGS 系多元化合物、有机太阳能电池

相关材料及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材料的基本性质和制备技术。

李伟, 顾得恩, 龙剑平.太阳能电池材料及其应用. ISBN: 9787564713393.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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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功能材料》课程简介

（Photoelectric functional materials）

Photoelectric functional materials

2 32 0 0

《光电功能材料》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任选课。光电功能材料是指

用于制造各种光电设备，包括光电传感器、光信息处理器、光源和光通信等的材

料，主要包括红外材料、激光材料、显示材料、光纤材料、半导体材料和非线性

光学材料等。本课程介绍了光电功能材料的分类、特点、成分、结构、性能、应

用和发展动向，可有效拓宽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知识内容和学科应用范

围，为培养高水平的创新和应用型本科生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主要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自豪感，锻炼学生的辩证法思维，并开展工程伦理教

育。

朱建国，孙小松，李卫．《电子与光电子材料》．7118052442(ISBN).北京：国防工

业出版社，第 1 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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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复合材料》课程简介

Biomass Composites

Biomass Composites

2 32 0 0

本课程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任选课之一，它是基于生物质的结构及理化

性质，应用生物质复合材料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与开发、尤其

是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技术。主要介绍了生物质复合材料与生物质资源、生物质

的结构及理化性质，以及生物质-聚合物、功能化木塑、木质-橡胶、生物质-金属、

生物质-无机质复合材料，特别是采用纳米技术等制成的复合材料的组成、结构、

性能、制法和应用，并介绍了生物质复合材料的耐久性。本课程既注重基本概念、

基础理论的介绍，又紧密结合了本学科的前沿进展和应用前景，以日常生活中典

型的生物质复合材料为案例，引导学生认识生物质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掌握

生物质复合材料的成型或制造工艺与主要应用，并且使学生认识到生物质复合材

料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为解决相关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供知识支撑。

同时使学生树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观念，为从事生物质资源利用方面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打下基础。

李坚. 生物质复合材料学（第二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26

《碳基储能材料》课程简介

（Carbon Based Materials for Energy Storage）

Carbon Based Materials for Energy Storage

2 32 0 0

因清洁能源，特别是“绿色”和高效的能量存储与转换技术 社会的 ，也是国家发展

的全

- -

20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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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选论》课程简介

（Physical Chemistry Theory）

Physical Chemistry Theory

2 32 0 0

《物理化学选论》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是在已学

过的物理化学课程的基础上，介绍物理化学在新材料、新能源领域新的学术成就、

方法和应用，引用新的材料和实例，了解近代物理化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增强

学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选择性地介绍和论述物理化学领域的最

新发展方向、各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以及物理化学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技术，既开拓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科学研究热情，又在物化知识与生产实践

的结合中进一步学习和巩固物化知识的新发展、新应用，并学习和了解物化理论

知识在生产实践中具体应用的各种实例。帮助有志于进一步深造读研究生的学生

提高和加强理论水平。物理化学选论课以分专题的讲授为主，适当结合研究式、

探索讨论式教学。

自编《物理化学选论》教材。

傅献彩等编．物理化学（上）．ISBN: 978704016769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第五版.

傅献彩等编．物理化学（下）．ISBN:978704017796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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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转化与利用》课程简介

Biomass Energy Conversion and Utilization

Biomass Energy Conversion and Utilization

2 32 0 0

本课程在介绍国内外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生物

质能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概述了生物质、生物质能源及生物质能转化利用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生物质燃烧技术、生物质气化技术、生物质热解技术、生物质直接

液化技术、生物燃料乙醇技术、生物柴油制备技术、生物制氢技术、沼气技术、

固体废物能源利用技术。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能源形势和生物质能在能

源供应中的地位，初步掌握生物质能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生物质能转化的原理

和技术、环境影响和经济评价知识，树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观念，为从事生物质

资源利用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打下基础。

张建安等.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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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与碳中和》课程简介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2 30 0 0

本课程主要阐述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内外碳中和管理政策、碳排放现状

和趋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并分别从交通、工业、农

业、企业、公众角度讲解碳中和实践案例，从理论、路径和实践三个角度阐述碳

达峰和碳中和的内涵和行动。通过学习，使学生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有较全面的

了解，培养学生全局视野，为今后的工作提供策略依据和智力支持。

课程教学目标：（1）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路径和我国低碳转型战略

的基本内容；（2）掌握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政策和发展趋势；（3）培养碳核算、

碳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分析计算能力与低碳意识。

（一）教材

张燕龙等编著.碳达峰与碳中和实施指南. ISBN:9787122396013. 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2021.

（二）教学参考书

[1]杨越等编著. 迈向碳达峰、碳中和. ISBN:9787208174214.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1.

[2]中金公司研究部等著. 碳中和经济学. ISBN:9787521732788. 北京：中信出版
社.2021.

[3]王大地等编著. ESG 理论与实践. ISBN:9787509679531.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
社.2021.

[4]陈诗一著.绿色金融概论.ISBN:978730914665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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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实验》课程简介

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1.5 48 48 0

《普通化学实验》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科研素质，使其掌握安全规

范的基本操作技能、实验技术，学会正确地使用基本仪器测量实验数据，正确地

处理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掌握一些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提纯和检验方法；熟悉

元素及其化合物的重要性质和反应，掌握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分离和制备方法；加

深对化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科学态度，整洁、卫生的良好习惯，

巩固和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同时，通过对实验室废弃化

学试剂和废液的分类和回收原则及回收方法，增强学生环保意识。

赵新华. 无机化学实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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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简介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1.5 48 48 0

《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是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本科学

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本门课程目标是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并运用它们指导实验。学会正确的使用常用的有机实验仪器，掌握有机化学

实验的基本操作和技能；掌握有机物的制备、提纯方法；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的实

验作风，树立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

今后从事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须的有机化学实验基础。

兰州大学. 《有机化学实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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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课程简介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1.5 48 48 0

《物理化学实验》是物理化学教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实验课程，主要培养学

生运用物理化学原理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课程学习使学生初步了

解物理化学的研究方法（如反应热测量方法、电动势测量方法、相图绘制方法等），

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实验技术，培养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严谨细致的实验作风、

熟练准确的实验技能、灵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过程中，培育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立足实验教学环节，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聆听实验背

后科学家的故事，学习科学家的精神，以及重视研究设计型实验，强化创新精神、

团队意识等。

1.胡晓洪、刘弋潞、梁舒萍.《物理化学实验》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ᶀ8H�Ô��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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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实验》课程简介

Material Research and Testing Methods Experiment

Material Research and Testing Methods Experiment

1.5 48 48 0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实验》是在修完了《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普通化

学实验》等专业及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教学课程，是培养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专业专门人才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对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常用实

验技术方法和主要实验仪器设备的实验操作训练，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材料

研究与测试方法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材料领域主要表

征仪器设备的调试和使用方法，掌握常用表征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实验步骤和

操作要点，掌握实验数据获取与处理、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使学生巩固、深化

和应用材料测试与研究方法知识，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专业综合实验》等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论文）奠定基础。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实验》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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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综合实验》课程简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New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New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

3 96 96 0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综合实验》内容包括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和锂离

子电池等模块，先分别介绍各模块相关基础知识，然后按照材料制备、材料表征、

器件制备、器件性能测试等过程设计实验内容。本课程力求让学生具备设计、实

验分析与数据处理的能力，具备验证、指导及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具备应用各

种技术和现代工程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指导老师通过挖掘相关实验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

物的奋斗史，向学生讲述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精神，激励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综合实验》课

程的思政育人功能。

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综合实验（自编）

2. 葛武杰，陈丽军，黄宏升，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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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简介

（Engineering Drawing & CAD）

CAD

Engineering Drawing & CAD

1 32 32 0

《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主要研究阅读和绘制工程图样的理论和方法。以
平行投影理论为基础，结合计算机辅助绘图方法，讲授工程图形成的基本原理，
介绍专业图样的阅读和绘制方法。课程目标是结合生产实际，加快树立空间想象
能力和空间构想能力，引导学生建立严谨的职业精神、工匠精神，树立工业报国
志向。本课程是本专业学习的重要课程环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作用，为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及学生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理论和技术基
础。

林悦香，潘志国，刘艳芬．工程制图与 CAD（第二版）．9787512421059 (ISBN).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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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计算机应用》课程简介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Material Science）

4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Material Science

3 48 48 0

《材料科学计算机应用》课程是为材料科学化学专业学生进一步适应现代新

材料研究方法而开设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课程教学所需达到的目的是了解在

材料化学领域的需要应用计算机解决的问题。课程的培养目标是：掌握计算机应

用中经常采用技术手段的工作原理、性能和特点。在实训课程中介绍典型、常用

的计算机处理软件、数据处理技术，实验方法设计，促使学生具有初步判断并进

行简要分析、设计的能力。

内容涉及计算机在材料学领域的应用概况；Origin 软件在数据处理的应用；信

息检索在料科学研究中的作用；ChemOffice 软件及其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

用；Materials Studio 软件及其在材料与工程中的应用等内容。

李谦，毛立群，房晓敏.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应用. 9787122079237(ISBN). 北

京：化学工业出版社，第四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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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与实践》课程简介

（Safety Education and Practice）

Safety Education and Practice

0.5 1 1

安全教育与实践实践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通过

学习使学生了解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的重要性；了解实验室安全事故的成因、表现

形式及危害类型；了解实验室安全教育先进理念及环保文化建设；知道实验室化

学品安全管理要求；了解实验室化学品危害及事故；学会实验室化学品防护与应

急处理；了解实验室电气安全的特点；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的制度建设；火场疏

散与逃生。培养学生安全隐患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在课程思政设计上通过

“安全”的概念，使学生不仅仅是了解实验室下狭义的“安全”，而是要扩展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

新的高度和境界。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技术教学组、化学实验室安全知识教

程、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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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训练》课程简介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6 12

本课程旨在以科学研究的自然过程为主线，让学生接受一些必要的基本技

能训练。通过实践实验、课外科技实践和参与实施项目等方式，使学生在文献

查阅、阅读翻译、试验设计、数据处理、文献综述、开题报告、项目申请报告

撰写、学位论文和科技论文写作等方面得到系统地学习和体验，培养和强化学

生的科学意识、科研素养和信息获取与应用能力，使其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

本技能，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水平和质量，为毕业设计(论文)及实际工作打

下基础。

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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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简介

（Cognition Practice）

Cognition Practice

0.5 1

认识实习课程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必修的一个实践性教育环节课程。

通过认识见习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了解基础知识与工程实际的联

系，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意识和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生产实习打下基础。

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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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简介

（Production Practice）

Production Practice

2 4

生产实习是本科教学计划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习使学生

在掌握本学科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了解基础知识与工程实际的联系，可以在理

论和工程实践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其在生产

实际中调查研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为后续专

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通过生产实习，使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验证和探

讨生产实际问题；巩固和丰富专业知识；学习生产组织管理的初步知识。

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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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课程简介

Graduation Thesis

Graduation Thesis

16 8

毕业论文（设计）是实现本科培养目标的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综合问题能力的教育过程，也是对学生毕业前所学知识的

一次全面总结和综合训练。在对大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方

面，有着其他教学环节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本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科研和工程技术问题，树立正

确的论文（设计）思想，掌握新能源材料生产工艺与器件设计，熟悉设计及进

行论文实验的一般程序和方法；是对学生进行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基本

技能的训练，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很快胜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的科研和技术

工作。

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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