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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Energy Stor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504T 

执 笔 人：赵  凯、陈永、张玉媛、夏冬生 

审 核 人：邓前军 

专业负责人：赵  凯 

 

 

一、培养目标 

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职业道德，

具备储能相关的能源、化学、材料、机械、物理和工程等多学科宽厚基础理论，掌握储氢和

电化学储能等储能领域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从事储能及其交叉领域科学研究、工程设

计、运行管理、技术服务等工作，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工程实践、团队精神、国际视野和

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目标1：培养思想品德、健康意识、心理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目标2：培养具有数理、工程、计算机、经济、管理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 

目标3：培养具有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工程技术人才； 

目标4：培养储能技术与工程实践、产品开发与应用，科技创新能力； 

目标5：培养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创业意识；  

目标6：具有良好的外语阅读及应用，国际化视野与持续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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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物理、工艺设计、工程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储能科学与工程

专业知识结合，用于解决储氢和电化学储能技术与工程复杂的问题。 

指标点1.1 能够将储能科学与工程的基本概念运用到工程问题的恰当表述中。 

指标点1.2 能够运用相关的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辨别材料生产中出现的技术、工艺、质

量等问题。 

指标点1.3 具有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新能源行业的前沿

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能源、化学、材料、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和动力等学科基本

原理，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储能科学与技术的复杂工程问题，采取有效的实验技术，以获得

正确的结论。  

指标点2.1 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工艺设计、工程科学、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学科学知

识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材料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参数。 

指标点2.2 能够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可替代方案。 

指标点2.3 能够正确表述一个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并分析其合理性，采取有效的实验技术，

以获得有效的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储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设计满足企业生产实践中工艺设计、科技开发、工程技术的需求，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3.1 能够针对储能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指标点3.2 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指标点3.3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新能源材料、储能器件和工艺流程，并能够体现创

新意识。 

指标点3.4 能够针对研发方案提出优化的措施。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

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并得出可接受的指标。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储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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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4.1 能够对储能科学与工程相关的各类材料特性进行研究和实验验证。 

指标点4.2 能够基于专业理论设计针对材料、器件、系统特定需求进制定研发的可行实

验方案。  

指标点4.3 能够选用或搭建实验装置安全开展实验并正确采集数据。 

指标点4.4 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储能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储能材料结构设计、生产工艺、实验

结果等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5.1 了解储能学科发展现状，能够在实践中初步掌握并使用现代工程技术、方法

和工具。 

指标点5.2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对储能科学与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并

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5.3 掌握储能科学与工程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和获取方法。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储能科学与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

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影响的方案，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指标点6.1 了解与储能科学与工程相关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指标点6.2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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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6.3 能正确认识储能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对于客

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储能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复杂问题的专业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7.1 了解国家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关的政策和法津、法规。 

指标点7.2 能够正确认识储能科学与工程实践对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储能科学与工程领域实践中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指标点8.1 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体系和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热爱祖国。 

指标点8.2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承担建设祖国与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

理解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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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8.3 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人文修养和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具有科学、严谨、公正的职业道德。 

指标点8.4 在储能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实践中，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

责任感，能理解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指标点9.1 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能与团队成员有效沟通。 

指标点9.2 能够理解个人在团队中所处的角色、所应发挥的作用、所应担当的责任，以

及个体对团队及团队其他成员的影响。 

指标点9.3 具有团队合作和在多学科背景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能力，理解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沟通：能够就储能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复杂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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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

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指标点10.1 掌握技术文件写作方法，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的报告和设计文件。 

指标点10.2 能够通过口头及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进行有效的陈述发言。 

指标点10.3 基本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了解不同的文化，具有一定的

跨文化交流能力。 

指标点10.4 了解储能行业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和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发展现状，对储

能领域的国际发展现状有基本了解，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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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11.1 理解工程活动涉及的管理学基本知识。 

指标点11.2 理解并掌握工程活动涉及的经济学基本知识。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并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12.1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指标点12.2 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 创新能力： 具有创新能力，使其能够在未来的储能科学与工程领域具备竞争力。 

指标点13.1 了解储能技术领域前沿知识和发展趋势，掌握基本创新方法。在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中具有创新意识，能够提出新颖、有创见性的解决方案。 

指标点13.2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学术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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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三、学位与学制 

学    制：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四、主干学科 

能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与热物理、化学工程与技术  

五、核心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氢能与氢储能、储能原理与技术、电化学原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储能系统安全 、化工基础、锂离子电池原理等。 

 

六、主要的专业实验/实训 

普通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材料科学计算机应用、储能科学与工程

专业综合实验、储能材料合成与制备、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科研训练、毕业设计（论文）

等。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1.工程知识  √ √ √   

2.问题分析  √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   

4.研究  √ √ √  √ 

5.使用现代工具  √    √ 

6.工程与社会 √ √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   

8.品德修养与职业规范 √  √ √   

9.个人和团队 √    √ √ 

10.沟通 √    √ √ 

11.项目管理  √ √ √ √ √ 

12 终身学习  √ √ √ √ √ 

13创新能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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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方向及特色 

专业方向：氢储能、电化学储能。 

专业特色：坚持“立德树人、协同创新、服务地方”专业办学理念，围绕“双碳”战略，

服务佛山“氢能”，突出“产教、科教、创教”融合，培养以绿色能源为专业特色的高素质

应用型创新人才，为粤港澳大湾区储能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依托

能源工程、动力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工程热物理、化学、物理学等优势学科，构建多学

科深度交叉融合的储能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规划氢储能和电化学储能的专业发展方向。

依托广东省示范产业学院 — 新能源产业学院，产教融合，构建基于双学院制的“高校+产业

园区+龙头企业+工程中心”协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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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学分要求和总学时分布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课内最低总学分161.5学分；拓展7学分；毕业设计（论文）合格。 

学分、学时 
课程平台、模块 

必修 选修课 占课内总学时

百分比（%）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课

内

教

学 

通识教

育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 61.5 1178   35.74% 
通识教育选修课   6 100 3.03% 

学科平

台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4 658 6 96 22.88% 
学科集中性实践

环节 
3.5 6周（折算

112学时）   3.40% 

专业教

育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20 400   12.14% 

专业选修课程   14 224 6.80% 

专业集中性实践

环节 
16.5 33周（折算

528学时） 
  16.01% 

总计 135.5 2236+39周 26 420 100% 

实践教学（含集中性实践环节） 38 544+39周   35.92% 
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 7     

注：拓展学分列为课外学分。 

 

九、教学进程计划表 

系：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专业：储能科学与工程             NO.1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各  学  期  学  时 
开课单位 

实 
验 

实 
训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必修 思想道德与法治 
(Morality and Law) 

3 40+8  8  48       

马院 

必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3 40+8  8 48        

必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0+8  8    48     

必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40+8  8   48      

必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a New 
Era) 

3 40+8  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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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64   8 8 8 8 8 8 8 8 

必修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2 20+16  16  36       

必修 
国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1 16    16       

必修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8 128   64 64       大英部 

必修 
大学体育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44   38 32 42 32     体育教学部 

必修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1 48  48 8 8 8 8 8 8   材料与氢能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1 16+20（课

外）   36        心理健康

教研室 

必修 
人工智能基础(Bas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5 24+24 24  48        
电子信息 

必修 高等数学A (Advanced 
Mathematics A) 11 176   80 96       

数学与大数

据学院 

必修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5 40    40       

数学与大数

据学院 

必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5 56     56      
数学与大数

据学院 

必修 大学物理B 
(College Physics B) 5 80    40 40      物理与光电 

必修 
大学物理实验B 
(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 B) 

1 32 32    32      
物理与光电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合计 59.5 1108 + 
20（课外） 

56 104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限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

当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Mission of Young 
Students) 

1 20   20        马院 

限选 
艺术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2 32    在2-7学期开设  艺术教学部 

任选 

新四史类、体育与文化

类、国学文化类、跨文

化英语及学术英语等类

、科学精神类、健康教

育类、法律思辨类、环

境生态类及其他自然或

人文社科类等课程 
(New history, Sports and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oss-
cultural English and 
academic English, 
Scientific Spirit, Health 
Education, Legal 
Speculation,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other Natural 
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48            

http://web.fosu.edu.cn/math/?p=3440
http://web.fosu.edu.cn/math/?p=3440
http://web.fosu.edu.cn/math/?p=3440
http://web.fosu.edu.cn/math/?p=3440
http://web.fosu.edu.cn/math/?p=3440
http://web.fosu.edu.cn/math/?p=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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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选修课程合计 6 100   应最低选修6学分  

创

业

创

新

课

程 

必修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1 38    19   19    

招生与就

业指导中

心、创业

学院 

必修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ic) 

1 32     16 16     

招生与就

业指导中

心、创业

学院 

必修 

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2 
32（课外

）   

学分由校团委认定，学生获得2学分后所

超出的学分，可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置换其他环节

的学分。 

校团委 

创新创业课程合计 2+2（课外+

拓） 

70+32（拓

展） 
    

通识教育类课程总计 67.5+2(拓
展) 

1278+ 
20 

（课外）

+32（拓展

） 

5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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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专业：储能科学与工程             NO. 2 

课程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各  学  期  学  时 
开课
单位 实 

验 
实 
训 1 2 3 4 5 6 7 8 

学科

平台

课程 

工

程

学

科

平

台

课

程 

必修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Design) 

2 32     32    
 

 
机电学

院 

必修 
工程制图与CAD 
(Engineering Drawing & 
CAD) 

1 3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材料科学计算机应用
(Computer Applications 
of Materials Science) 

1.5 48  48      48   
材料与

氢能 

工程学科必修课程小计 8.5 176  80          

限选 
材料力学  
(Material Mechanics)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限选 工程伦理学 

(Engineering Ethics)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工程学科限选课程小计 2 32            

 工程学科基础课程共计 10.5 208 0 80          

专

业

学

科

基

础

课 

必修 
普通化学 (General 
Chemistry) 5 80   40 40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普通化学实验 (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1.5 48 48   48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4 64    32 32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有机化学实验 
(Experiments of Organic 
Chemistry)  

1.5 48 48    48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物理化学 
(Physical Chemistry) 6 96     48 48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物理化学实验 
(Experiments of Physical 
Chemistry)  

1.5 48 48     48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3 48      48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 
(Material Research and 
Testing Methods) 

3 48       48    
材料与

氢能 

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小计 25.5 480 1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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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选 
材料物理 

(Materials Physics)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限选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and 
Heat Transfer)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限选 新能源技术 (New Energy 
Technology)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限选 
物理化学选论(Selected 
Theory of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专业基础限选课程至少小计 
（不少于4学分） 

4 64  
 

         

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共计 29.5 544 144 0         
 

 
学科平台课程共计 40 754 144 80         

 

 
 

 
系：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专业：储能科学与工程             NO.3 

课   课程  
类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其中 各  学  期  学  时 
开课 
单位 实 

验 
实 
训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课程 

必修 能源与环境 
(Energy and Environment) 
 

1 16   16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氢能与氢储能 
(Hydrogen Energy and 
Hydrogen Storage)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必修 
电化学原理(Principle of 
Electrochemistry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必修 
储能原理与技术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Energy 
Storage) 

3 48      48     
材料与氢

能 

必修 
电化学基础实验
(Electrochemical Basic 
Experiments) 

1 3232 
 

  32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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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选 
锂离子电池材料回收与资源
化利用技术(Recycling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lithium ion battery 
material)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限选 
氢气储存和输运 
(Hydroge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 32       32    材料与

氢能 

限选 化工基础 (Fundamental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限选 
碳减排与低碳管理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Low Carbon Management)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限选 能源化学(Energy Chemistry)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专业限选课程至少小计 
（不少于6学分） 6 96            

任选 能源经济学 
(Energy Economics)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储能功率转化与并网技术 
(Energy Storage Power 
Conversion and Grid 
Connection Technology)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能源工程管理 
(Energ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可再生能源技术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储能技术前沿讲座 
(Energy storage frontier)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碳基储能材料 
(Carbon Based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Fundamentals of Energy and 
Power Plant)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生物质能转化原理技术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es of 
Biomass Energy Conversion)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任选 

流体机械能转化原理与技术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es of 
Fluid Mechanical Energy 
Conversion) 

2 32        32   
材料与氢

能 

专业任选课程小计 
（不少于8学分） 8 128            

专业选修课程共计 14 224            

专业课程合计 34 624 1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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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或五年）教学进程安排表 

1.符号说明：A课堂教学  B考试  C入学教育  D军事训练  E社会调查与实践  F公益劳动  G课程设计  H认识
实习  I金工实习  J电工实习  K生产实习  L毕业实习  M教育实习  N毕业设计（论文）  O毕业鉴定与毕业教
育  P机动实践  Q假期 
2.机动实践周：每学期2周，既可以安排课外相关环节的实践内容，也可以用于安排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十一、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项目 周数 学分 
各学期分配情况（周数）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军训 (Military Training) 3 2 3         
安全教育与实践 

(Safety Education with Practice) 1 0.5 1         

金工实习 
(Metalworking Practice) 2 1  2       机电学院 

科研训练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12 6   3 3 3 3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1 0.5       1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2       4   

毕业论文 
(Thesis) 16 8       6 10  

合计 39 20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课内教 
学周数 

学  期 
总周数 

一 D D D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P P B/P  19 

二 I I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P P B/P  19 

三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P P P  19 

四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P P P  19 

五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P P P  19 

六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P P P  19 

七 A A A A A A A A H K K K K N N N N N N  19 

八 N N N N N N N N N N P P P P O 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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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要求及安排（课外拓展7学分（含创新创业实践2学分）、按校

团委《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执行） 

类  别 活动项目及要求 

思想成长（1学分） 

完成党校、团校、“青马工程”的全部课程并获得结业证书（证

明）。 
参加人文社科类学术讲座（不包括宣讲会、电影夜等）。 
提交不少于800字的手写经典书籍的读书笔记。 

社会实践（1学分） 

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并提交个人总结。 
提交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不少于3000字）。 
参加“展翅计划”，签订合同并完成实习。 
参加与港澳台及国际交流访学活动。 
参加主题团日竞赛活动。 
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参观、交流学

习、实习等。 

志愿公益（1学分） 

在“i志愿”平台成功注册为志愿者。 
成功申请志愿者证。 
参加各类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 
获得“益苗计划”立项、志愿服务表彰、志愿服务项目立项。 

创新创业实践 
（2学分） 

参加“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 n
BT
/TT2 1 Tf
12 -0 0 12 493.2 4750748 15.601 re
f
BT
/P <<B
179.76 483� 12 211.68 C13E6 4
179.76 483179.76 480”

“ 

“

 ~Q
BTI:</M5CID 95 >>BDC 
q
180.24 452.16 332712 15.6 re
W n
BT
04T2 1 Tf
12 -0 0 12 306.48 456 Tm
(”)Tj
ET
EM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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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有关说明 

本方案适用于新增设置招生的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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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课程体系    毕业要求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

工具 
6工程与社

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品德修养与
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13创新
能力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9.3 10.1 10.2 10.3 10.4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L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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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毕业要求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

工具 
6工程与社

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品德修养与

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13创新

能力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9.3 10.1 10.2 10.3 10.4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健康教育类、法律
思辨类、环境生态类

及其他自然或人文社
科类等课程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                         L M L  L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L                L  L   
创新创业实践                    L                L  L   
机械设计基础  M  H L     L                               
工程制图与CAD    M M           M M                        

电工与电子技术  M     H  L                                

专业英语       L                        M H H        

材料科学计算机应用     H M         H  H M             L          

材料力学    H

 L    L                                

工程伦理学           L         M M M M  M H H M M L           
普通化学   M  H                      L          L    
普通化学实验  L            M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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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毕业要求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

工具 
6工程与社

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品德修养与

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13创新

能力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9.3 10.1 10.2 10.3 10.4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电化学原理   M     H    H M     L     L                  
储能原理与技术 M      M M           L                      
电化学基础实验 M  M  H L  M                               M M 
储能系统安全     H    H          M    H                 M 

锂离子电池原理 M M M   L   M                                

储能材料合成与制备 H  H  M   M             L                  M M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综合实验  H  H M M H   H L H H M H M L                    M H M M 

燃料电池技术 H  H  M   M             L                  M  
锂离子电池材料回收

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M M M  L   M M            M M H                  

氢气储存和输运 H  H         M         M  M               L L L 

化工基础  H     M    M        L                      

5 7

 8
 9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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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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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能转化原理与技术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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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毕业要求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

工具 
6工程与社

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品德修养与

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13创新

能力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8.4 9.1 9.2 9.3 10.1 10.2 10.3 10.4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金工实习  M   L     L                               
科研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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