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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2022版） 

一、专业名称（中英文） 

能源与动力工程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二、专业代码、学制 

专业代码：080501； 

学制：4 年，弹性修业年限 3～6 年。 

三、授予学位 

符合广西大学授予学士学位规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专业简介、专业特色及校外培养形式 

专业简介：广西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前身为“内燃机”专业，2013 年根据

教育部要求由热能与动力工程更名为能源与动力工程。本专业一方面致力于传统能源

的利用、新能源的开发以及如何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另一方面致力于动力机械、流体

机械和热工设备的设计、研发及其相关测试技术。本专业 1972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1978 年开始招收“动力机械及工程”硕士研究生，2006 年增加动力工程领域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2010 年获得“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1 年被评为广西特色专业，并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专业。

2012 年获教育部批准建设“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2013 年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

被评为广西大学重点学科，2014 年获广西高等学校优势特色专业，2015 年入选广西本

科高校优势特色专业群，2016 年获自治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专业。2018 年广西大

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并入能源与动力工程系。2019 年获得自治区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2021 年获得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专业特色：本专业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广西优质本科专

业、广西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专业。本专业秉承现代工程教育理念，采用厚基础、

宽口径、重实践、校企合作、科教融合且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具有综合素质与创新实践能力的能源动力领域人才。 

校外培养形式：本专业具有鲜明的地域优势和产学研合作办学特色，已形成基于

地方龙头企业（如玉柴和上汽通用五菱）深度合作的多层次多样化全程互动人才培养

模式，通过校企共商人才培养计划，共促课程建设，共导毕业设计，共建“厂中校”

和“校中厂”，为学生提供接近真实工程情景的实践机会，全面提高学生的工程意

识、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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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 

面向广西和中西部地区能源与动力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关键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新时代有社会责任、有法治意识、有

创新精神、有实践能力、有国际视野的“五有”创新型人才，掌握能源与动力专业领域

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在内燃动力装备与系统、能

源高效转化与利用等相关行业与领域，从事先进动力装备、燃烧控制、热管理、制冷空

调、新能源技术等方面工作的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 

学生毕业五年左右可达到： 

目标 1：具备健康的身心、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开放包容的国际视

野及深厚的家国情怀。恪守职业道德，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法律、

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因素影响。 

目标 2：具备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与专业知识并能够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复

杂工程问题，具有良好的沟通及团队协作能力，能在工程团队中胜任团队领导或骨干成

员的工作。 

目标 3：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践行终身学习、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不

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及增强在自身专业领域的竞争力。 

六、毕业要求（培养标准）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制定了 12条毕业要求。本专业的 12条毕业要求与工程

教育认证通用标准的 12条毕业要求一一对应，实现了 12 条通用标准的全覆盖。为便于

开展毕业要求达成评价，使本专业毕业要求具有可衡量性，将本专业的毕业要求分解为

33个具体内涵观测指标点，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

的专业知识，并能将其应用于解决能源动力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能源动力领域工程问题的表述。 

1.2 能够针对能源动力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1.3 能将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并给出解决方案。 

1.4 能将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的比较与综合。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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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识别和描述。 

2.2 能够通过文献研究、综合分析找出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及主

要影响因素。 

2.3 能够应用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工程知识，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归纳总结

相应的解决方案并进行比较和优选，并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设备（部件）、生产或运行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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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

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3.2 了解能源动力领域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重大需求，能够设计满足能源动力领

域特定需求的系统、设备（部件）、生产或运行流程，并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3.3 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研究路线选择、实验方案设计、数据采集分析，并通过信息综合得

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分析和给出能源动力领域特定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4.2 能够根据具体问题的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采集实验数据。 

4.4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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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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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模拟、和求解，并能

够理解其局限性。 

5.1 能够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和趋势，了解和掌握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

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并理解其局限性。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能源动

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5.3 能够对能源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恰当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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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其进行模拟和预测，并能够解释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能源动力工程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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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能源与动力工程实践与人类社会健康、安全、环境、法律及文化的相互影

响关系，树立全面的工程社会意识观。 

6.2 能够基于能源动力工程相关背景知识，通过合理分析，评价特定的能力动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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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理解工

程技术人员在工程实践中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1 了解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树立环境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 

7.2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

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 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8.2 具有法律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8.3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含义及其影响，理解工程师的职

业性质和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团队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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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根据角色要求

发挥个人的作用。 

9.2 能够合理进行复杂工程问题的任务分解和计划实施，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能够胜任多学科背景下团队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 10】沟通：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及交往能力，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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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或回应指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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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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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能够熟练掌握工程语言并能对工程问题进行准确描述。 

10.2 能够运用不同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等载体，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10.3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基本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将

其应用于多学科环境的工程实践中。 

11.1 掌握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与经济决策的一般方法。 

11.2 能在能源与动力工程相关的多学科环境或者模拟环境中应用工程管理理论和

经济决策方法进行工程决策和项目管理。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12.1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持续关注和跟踪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

发展动态 

12.2 具备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技能、持续自我提升的能力，能够不断地将最新知识

应用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过程。 

 

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具备健康的身心、良好

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

任感，具有开放包容的

国际视野及深厚的家

国情怀。恪守职业道

德，能够在工程实践中

综合考虑社会、健康、

法律、环境与可持续性

发展等因素影响。 

培养目标 2 

具备能源与动力工

程专业基础与专业

知识并能够解决实

际工作中遇到的复

杂工程问题，具有

良好的沟通及团队

协作能力，能在工

程团队中胜任团队

领导或骨干成员的

工作。 

培养目标 3 

能适应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践行

终身学习、自主

学习能力和创新

意识，不断更新

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保持及增强

在自身专业领域

的竞争力。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 √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 √ √ 

毕业要求 4：研究  √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   

毕业要求 7：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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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  

毕业要求 10：沟通 √ √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 √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 

 

七、专业核心课程及特色课程 

1. 专业核心课程：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结合专业特

色设置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学等专业核心课程。 

2. 特色、特设课程： 

(1) 导师制课程 

每个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创新项目研究，项目来源于学科竞赛、教师科研课

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要求本学科教师每人以团队形式指导 3-6 名学生，进行

产品设计、软件开发或实验研究，最后提交研究报告。 

(2) 实验独立设课 

将专业领域课程的实验从理论课中分离出来，通过对实验内容的整合、重组和创

新形成的独立实验课程，如《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3) 校内外合授课程 

如：《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内燃机排放与控制》。 

八、毕业学分要求、课程修读要求与选课说明。 

1. 本专业学制 4 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2.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数为 162，其中各类别课程及环节要求

学分数如下： 

表 2 各类课程学分 

课程类别 
通识

必修 

通识

选修 

学门

核心 

学类

核心 

专业

必修 

专业

选修 

集中实

践环节 
合计 

学分数 31 10 27.5 22 18.5 22 31 162 

占总学分比例（%） 19.14 6.17 16.98 13.58 11.42 13.58 19.14 100 

 

备注：根据本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含课程和

独立实验或实践。统计显示，本专业必修的集中实践课程、面向全部学生的课内课程

实验，折算总学分达到 40.5学分，实践教学环节占总学分的 25%以上，工程实践教学

学分超过 20%，满足专业认证通用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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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修满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选修课及有关环节，达到该专

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毕业学分数，并修完规定必须修读但不记学分的所有课程和环

节，德、智、体、美、劳合格，即可毕业。满足学位授予相关文件要求的，授予工学

学士学位。 

4. 其他课程修读要求及选课说明：各专业应简要说明学生各部分课程修读要求

（包括体测、普通话、创新学分等），短学期修读要求，研究生课程修读要求，国际

学生、港澳台学生修读要求等。 

1）通识教育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31 学分。 

选修课：每个学生累计应修学分不少于 10 学分，其中领军、创新创业模块至少应

各修 1 门课程，公共艺术课程模块至少修读 2 学分，其余东盟、民族、海洋模块至少选

择其中 2 个模块修读，理工农医类学生修读人文艺术类课程不少于 2 学分，文科类学生

修读自然科学类课程不少于 2 学分。《创业基础》《中文写作实训》《逻辑与批判性思

维》及公共艺术类课程为每生必修。其中《创业基础》属于创业模块，《中文写作实训》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属于领军模块。纯网络课程修读学分不超过总修读课程学分的

50%。 

2）学门核心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27.5 学分。 

3）学类核心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22 学分。 

4）专业领域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18.5 学分。 

选修课：总共 22 学分。 

5）实践课 

必修课：每个学生应选 31 学分。 

6）关于普通话、劳动、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学分要求的说明 

普通话测试、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劳动课程为必修，0 学分，其中：普通话要求

为三级甲等以上，学生毕业前需通过体质健康测试。 

7）关于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说明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是指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第一课堂外的各类活动，取得具有一

定创新意义的智力劳动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经学校评定后获得的学分。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由“高级研究性学分”“竞赛学分”“技能学分”“社会实践学

分”“创业实践学分”构成。 

学校所有创新创业实践类活动所产生的学分均以《创新创业实践》课程的形式予以

记载。本科生须修满 2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方能符合毕业学分要求。 

详见《广西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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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学英语 

实行 4-8 弹性学分制。普通本科生入学后在本课程两年正常修读期内需参加全国大

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学生的全国大学英语四级（CET4）笔试成绩≥480 分或六级

（CET6）笔试成绩≥450 分的，且在正修期间至少完成并通过了 2 门或 3 门大学英语课

程后，可依据达到条件的时间申请以 4 学分或 6 学分核定为完成本课程学习毕业学分。

未达以上条件的学生必须修读满 8 学分方达到毕业要求。 

详见教务处网站《广西大学非外语类本科生大学外语课程修读及分级教学管理办法

（修订）》。 

9）研究生选修课模块 

学生也可以根据本人兴趣和学业规划跨专业、跨学院选修其它研究生课程。成绩合

格的，可按《广西大学本科生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与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申请本科

阶段学分替换认定；就读本校研究生的，入学前已经修读研究生培养计划所列课程，其

课程成绩合格且取得成绩时间未超过 3 年的，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审核同意，可免修免考

该课程。 

本专业毕业学分数最低为 162，可以超出。 

九、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 

（一）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将毕业要求细分为指标点，依据指标点合理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环节，制定毕业

要求实现矩阵，保证课程体系全部支撑毕业要求。 

表 3 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1.工程知识：掌握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

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

专业知识，并能将其应

用于解决能源动力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

具用于能源动力领域工程问题的表述。 

⚫ 高等数学 A（上） 

⚫ 高等数学 A（下） 

⚫ 大学物理 I(上) 

⚫ 大学物理 I(下) 

⚫ 普通化学 

⚫ 机械制图（一） 

⚫ 理论力学 

⚫ 材料力学 

⚫ 自动控制原理 

⚫ 工程热力学 

⚫ 传热学 

1.2 能够针对能源动力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建

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 

⚫ 机械制图（一） 

⚫ 理论力学 

⚫ 材料力学 

⚫ 工程热力学 

⚫ 传热学 

⚫ 工程流体力学 

⚫ 自动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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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能将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

于推演、分析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并

给出解决方案。 

⚫ 机械制图（二） 

⚫ 理论力学 

⚫ 材料力学 

⚫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 工程热力学 

⚫ 传热学 

⚫ 工程流体力学 

1.4 能将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

于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

较与综合。 

⚫ 机械制图（二） 

⚫ 传热学 

⚫ 工程流体力学 

⚫ 燃烧学基础 

⚫ 自动控制原理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

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能源动力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2.1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

本原理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

别和描述。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 

⚫ 机械设计基础 

⚫ 机械工程材料 

⚫ 制冷技术与原理 

2.2 能够通过文献研究、综合分析找出能源

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及主要影

响因素。 

⚫ 机械设计基础 

⚫ 机械工程材料 

⚫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 

⚫ 制冷技术与原理 

⚫ 文献检索 

⚫ 科研训练 

2.3能够应用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工程知识，对

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归纳总结相应的

解决方案并进行比较和优选，并获得有效结

论。 

⚫ 电工电子学 

⚫ 机械设计基础 

⚫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 

⚫ 制冷技术与原理 

⚫ 燃烧学基础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设计针对能源动力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

需求的系统、设备（部

件）、生产或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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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

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

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 机械工程材料 

⚫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 毕业设计（论文） 

3.2 了解能源动力领域前沿技术、发展趋势

及重大需求，能够设计满足能源动力领域特

定需求的系统、设备（部件）、生产或运行流

程，并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 机械工程材料 

⚫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 制冷技术与原理 

⚫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3.3 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综合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给出

合理的解决方案。 

⚫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

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研

究路线选择、实验方案

设计、数据采集分析，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或相

关方法，分析和给出能源动力领域特定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 

⚫ 文献检索 

⚫ 传热学 

⚫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 

4.2能够根据具体问题的特征，选择研究路

线，设计实验方案。 

⚫ 机械设计基础 

⚫ 大学物理实验 

⚫ 能源动力综合实验 

⚫ 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 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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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

地开展实验，正确采集实验数据。 

⚫ 材料力学 

⚫ 机械工程材料 

⚫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 能源动力综合实验 

⚫ 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4.4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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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学物理实验 

⚫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 科研训练 

⚫ 能源动力综合实验 

⚫ 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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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能源动力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预测、模拟、

和求解，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5.1能够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和趋

势，了解和掌握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

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并理解其

局限性。 

⚫ 大学计算机(程序设计) 

⚫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 机械制图（一） 

⚫ 机械制图（二） 

⚫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

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能源动力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 大学计算机(程序设计) 

⚫ 科研训练 

⚫ 毕业设计（论文）  

5.3能够对能源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

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恰当技术、资源、现代

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其进行模拟和

预测，并能够解释其局限性。 

⚫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

于能源动力工程相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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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源与动力工程实践与人类社会健

康、安全、环境、法律及文化的相互影响关

系，树立全面的工程社会意识观。 

⚫ 形势与政策 

⚫ 思想道德与法治 

⚫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 

⚫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6.2能够基于能源动力工程相关背景知识，

通过合理分析，评价特定的能力动力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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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理解工程技

术人员在工程实践中应承担的责任。 

⚫ 工程热力学 

⚫ 工程训练 

⚫ 生产实习 

⚫ 认知实习 

⚫ 毕业实习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

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7.1了解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树立环境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理念。 

⚫ 形势与政策 

⚫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 创业基础 

7.2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专

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并提出解决方案。 

⚫ 毕业设计（论文） 

⚫ 普通化学 

⚫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

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

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

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8.1 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了解中国国情。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 

8.2具有法律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富有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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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 体育(一)(二)(三)(四) 

⚫ 思想道德与法治 

⚫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 材料力学 

⚫ 机械设计基础 

8.3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

道德含义及其影响，理解工程师的职业性质

和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 工程流体力学 

⚫ 认知实习 

⚫ 劳动 

⚫ 工程训练 

⚫ 生产实习 

⚫ 毕业实习 

9.个人和团队：能够正

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团

队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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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

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根据角色要求发挥个

人的作用。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 创业基础 

⚫ 大学物理实验 

⚫ 机械制图（一） 

⚫ 机械制图（二） 

9.2 能够合理进行复杂工程问题的任务分解

和计划实施，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

胜任多学科背景下团队负责人的角色。 

⚫ 大学物理实验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 五有领军人才特色通识

选修 

⚫ 制冷技术与原理 

10.沟通：具备良好的人

际沟通及交往能力，能

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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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指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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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能够

就能源与动力工程问题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通、交流和答辩。 

⚫ 普通话测试 

⚫ 传热学 

⚫ 导师制课程 

⚫ 毕业设计（论文） 

10.2能够运用不同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

言等载体，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 中文写作实训 

⚫ 科研训练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 毕业设计（论文） 

10.3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阅读能力和书

面表达能力，能熟练阅读和翻译能源与动力

专业相关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具备跨文化背

景下的交流能力。 

⚫ 大学英语 

⚫ 专业英语（限选） 

⚫ 科研训练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

握工程管理基本原理与

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将

其应用于多学科环境的

工程实践中。 

11.1掌握工程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理解工程活动中的经济规律，掌握基本的经

济决策方法。 

⚫ 生产实习 

⚫ 认知实习 

⚫ 导师制课程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11.2能在能源与动力工程相关的多学科环境

或者模拟环境中应用工程管理理论和经济决

策方法进行工程决策和项目管理。 

⚫ 创业基础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 创新创业实践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12.1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持续关注和跟踪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动

态。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 导师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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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

应发展的能力。 
12.2具备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技能、持续自

我提升的能力，能够不断地将最新知识应用

于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过程。 

⚫ 生产实习 

⚫ 毕业实习 

⚫ 创新创业实践 

⚫ 毕业设计（论文） 
 

（二）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将每个课程、教学环节单列，逐个梳理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保证课程体系全部支

撑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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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类

别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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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管

理 

12.终身学

习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通

识

课 

思想道德与法治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       ●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  ●       ●  

大学计算机(程序设计)               ●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 

                     ●            

领军人才素质教育                          ●        

创业基础                    ●     ●      ●   

中文写作实训                            ●      

学

门

核

心

课 

高等数学 A（上） ●                                 

高等数学 A（下） ●                                 

线性代数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理） 
 ●   ●                             

大学物理 I(上) ●                                 

大学物理 I(下) ●                                 

大学物理实验            ●  ●           ● ●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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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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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管

理 

12.终身学

习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普通化学 ●                    ●             

学

类

核

心

课 

电工电子学       ●                           

机械制图（一） ● ●             ●          ●         

机械制图（二）   ● ●           ●          ●         

理论力学 ● ● ●                               

材料力学 ● ● ●          ●          ●           

机械设计基础     ● ● ●     ●           ●           

机械工程材料     ● ●  ● ●    ●                     

专

业

核

心

课 

工程热力学 ● ● ●                ●               

传热学 ● ● ● ●       ●                ●       

工程流体力学  ● ● ●                    ●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     ● ● ●    ●       ●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     ● ● ●          ●              

制冷技术与原理     ● ● ●  ●                 ●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         ●  ● ●             

专

业

限

选

课 

※燃烧学基础    ●   ●                           

※自动控制原理 ● ●  ●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          ● ●                    

※专业英语                             ●     

集

中

实

践

课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           

普通话测试                           ●       

劳动                        ●          

文献检索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创新创业实践                               ●  ● 

工程训练                   ●     ●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 ● ●     ●  ●         ●  ● ● ● ●   

生产实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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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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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范 

9.个人和团

队 
10.沟通 

11.项目管

理 

12.终身学

习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认知实习                   ●     ●      ●    

集

中

实

践

课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     ●  ●                 

导师制课程                           ●   ●  ●  

毕业实习                   ●     ●         ● 

科研训练      ●        ●  ●            ● ●     

能源动力综合实验            ● ● ●                    

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 ● ●                    

备注：带※号课程为限制选修课程，本专业所有学生必须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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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置明细表 

1.通识教育课程（共 41 学分，其中通识必修 31 学分+通识选修 10 学分） 

 

2.学门核心课程（共 27.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学期 备注 

1110037 高等数学 A（上） 5 5 1 必修 

1110038 高等数学 A（下） 5 5 2 必修 

1110042 线性代数 2.5 2.5 2 必修 

111006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 3 3 3 必修 

120011 大学物理 I（上） 4 4 2 必修 

120021 大学物理 I（下） 2 2 3 必修 

 大学物理实验 2 2 2 必修 

1070031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2 2 3 必修 

1040023 普通化学 2 2 2 必修 

3.学类核心课程（共 22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学期 备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学期 备注 

1160127 思想道德与法制 2.5 2 1 必修 

11601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3 2 必修 

116105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3 3 必修 

1160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4 必修 

1160120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2 2 4 必修 

116105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5 3 3 必修 

1160156-
1160163 

形势与政策 2 2 1-8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2 1 必修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1 1 5 必修 

1070084 大学计算机(程序设计) 2 2 1 必修 

1250011 大学英语(一) 2 2 1 必修 

1250021 大学英语(二) 2 2 2 必修 

1140011 体育(一)(二)(三)(四) 4 4 1-4 必修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2 1-4 必修 

1140021 领军人才素质教育模块 

4.5 2 1-4 选修 

1140031 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模块 

 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发展模块 

 海洋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模块 

 中国东盟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模块 

 *公共艺术课程模块 2 2 1-4 限选 

 *创业基础 2 2 4 限选 

1140041 *中文写作实训 0.5 0.5 3 限选 

1430154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1 1 3 限选 

注：关于通识选修课，累计应修学分不少于 10 学分，其中领军、创新创业模块至少应各修 1 门

课程，公共艺术课程模块至少修读 2 学分，其余东盟、民族、海洋模块至少选择其中 2 个模块

修读，理工农医类学生修读人文艺术类课程不少于 2 学分，文科类学生修读自然科学类课程不

少于 2 学分。《创业基础》《中文写作实训》《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及公共艺术类课程为每生

必修。其中《创业基础》属于创业模块，《中文写作实训》《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属于领军模

块。纯网络课程修读学分不超过总修读课程学分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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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827 电工电子学 4 4 4 必修 

1012461 机械制图（一） 3.5 3.5 1 必修 

1012472 机械制图（二） 2.5 2.5 2 必修 

1010242 理论力学 3 3 3 必修 

1010243 材料力学 3 3 4 必修 

1010244 机械设计基础 4 4 5 必修 

1017115 机械工程材料 2 2 3 必修 

 

4.专业核心课程（共 18.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学期 备注 

1010241 工程热力学 3.5 3.5 4 必修 

1010245 传热学 3.5 3.5 5 必修 

1010246 工程流体力学 3.5 3.5 4 必修 

1019048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 2 2 6 必修 

1010249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2 2 6 必修 

1012824 制冷技术与原理 2 2 6 必修 

1017077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2 2 6 必修 

 

5.专业选修课程（带※号的为限选课）（共 22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学期 备注 

 大学英语(三)或通用学术英语（一） 2 2 3 选修 

 大学英语(四)或通用学术英语（二） 2 2 4 选修 

1010247 ※燃烧学基础 2 2 5 限选 

1010248 ※自动控制原理 2 2 5 限选 

1010250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2 2 5 限选 

1017086 内燃机排放与控制 2 2 6 选修 

1010253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2 2 7 选修 

1017012 内燃机构造 2 2 5 选修 

1010260 内燃机设计 2 2 6 选修 

1010223 ※专业英语 1 1 5 限选 

 有限元方法及程序设计 2 2 6 选修 

1010252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2 7 选修 

1010270 学科发展前沿讲座 1 1 1 选修 

 智慧能源与能源互联 2 2 7 选修 

 太阳能利用原理与技术 2 2 6 选修 

 先进储能原理与技术 2 2 7 选修 

 动力机械制造工艺学 2 2 7 选修 

1010255 可再生能源及其利用技术 2 2 7 选修 

1010254 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基础 2 2 7 选修 

1010257 过程装备设计 2 2 7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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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58 电动汽车技术 2 2 7 选修 

1010259 动力系统建模与仿真 2 2 7 选修 

1010261 内燃机振动与噪声控制 2 2 7 选修 

1010263 汽车理论 2 2 7 选修 

 能源动力装备数值模拟 2 2 7 选修 

 能源清洁利用与碳捕集技术 2 2 7 选修 

1010272 热力发电厂 2 2 7 选修 

备注：带※号课程为限制选修课程，本专业所有学生必须修读 

 

6.集中实践（共 31 学分，其中必修 31 学分，选修 0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学期 备注 

 安全教育与军事训练 0 0  必修 

 普通话测试 0 0  必修 

 劳动 0 0 2 必修 

 文献检索 0.5 0.5 6 必修 

1019007 毕业设计(论文) 12 12 8 必修 

1010205 创新创业实践 2 2 7 必修 

1010273 工程训练 2 2 3 必修 

1017113 专业综合课程设计 2 2 7 必修 

1019010 生产实习 2 2 6 必修 

1018071 认知实习 1 1 4 必修 

1011040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2 2 5 必修 

1010274 导师制课程 2 2 5-7 必修 

 毕业实习 2 2 8 必修 

1010267 科研训练 1 1 5 必修 

 能源动力综合实验 1 1 6 必修 

1010268 热与流体课程实验 1.5 1.5 3-6 必修 

十、课程体系满足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及能源动力类专业补充标准要求的情况 

1．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要求本专业学生毕业时课内总学分共计 162 学分。本

专业培养方案中，数学与自然科学必修课程共 25.5 学分，占总学分的 15.7%，满足认证

通用标准中该类必修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 15%的要求。分类课程汇总见课程设置明细表

2。 

2．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 

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共计 62.5 学分，占

162 总学分的 38.58%，满足认证通用标准中该类必修课程至少占总学分 30%的要求。分

类课程汇总见课程设置明细表 3，4 和 5。 

3．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 

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之一。

根据本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含课程和独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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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践。统计显示，本专业必修的课程和独立实验或实践折算总学分达到 40.5 个学分，

占总学分 162 的 25%，满足并超过认证通用标准中该类必修课程的占比要求。 

4．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 

本专业培养方案中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共计 39 学分，累计占总学分的

24.4%，满足通用标准中要求的本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 15%的要求，见课程设置明细表

1。 

十一、协同育人培养方案 

1.协同培养的目标及要求 

目标：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企业实践，熟悉能源与动力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管

理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技术标准，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了解工程实际需要，培养

职业素养、分析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管理能力等工程综合能力，从

而具有独立从事能源与动力领域内某一方向工程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

发、管理与决策等能力，以适应未来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成为面向未来的具

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卓越能源与动力工程师。 

要求：学生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了解工程实际需要，加深对科学、技术、职业以

及社会经济等方面基本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培养知识综合能力、规范运用能力、分析

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工程综合能力，提升职

业道德、职业精神、开创进取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坚

定的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从而具有独立从事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内某一方向工程设

计、施工、管理与决策等能力。 

表 5 企业培养标准实现表 

企业培养标准 企业培养环节 

知

识 

人文社会科学知

识 

通过企业的社会实习，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了解社会、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等知识。 

工具性知识 
在完成相关实习报告过程中，通过查阅文献、撰写报告，熟悉对文献检

索工具、办公操作软件等工具性知识。 

专业知识 
通过企业各阶段的实习和设计，对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

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规范的理解与应用。 

相关领域知识 
通过认识实习、社会实习和毕业实习，了解能源与动力工程相关领域的

知识。 

能

力 

获取知识能力 
通过各阶段的学习和撰写报告，掌握资料查询、归类、综合等基本方

法，并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应用知识能力 
通过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或研究方案的制定、分析、讨论、改进和总

结，培养学生对工程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 

通过工程问题、工程案例和工程项目组织实践教学，采用基于问题的探

究式学习、基于案例的讨论式学习、基于项目的参与式学习等方式，了

解本专业的技术标准，并“真刀实枪”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提高学

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 在企业实践各阶段，积极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开发，培养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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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创新精神，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训练，提高工程创新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通过与工程项目组的各项活动，了解工程项目的任务、人力和资源的协

调与分配，并训练学生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交流合作能力 

通过与项目组的各项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在集体中的合作能力

以及沟通交流能力，并通过实习报告撰写、汇报与答辩，提高学生的书

面及语言表达能力。 

素

质 

人文素质 

科学素质 

工程素质 

通过与大师专家的直接接触，学习和感受大师的科学态度、科学思维和

工作精神。通过学习先进企业文化，培养学生良好的工程职业精神、职

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 

 

2.协同培养的教学/实践内容 

表 6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实践内容 

实施学期（时

间） 
周数 教学/实践内容 属性 备注 

第六学期 2 生产实习 实践环节  

第四学期 1 认知实习 实践环节  

第八学期 2 毕业实习 实践环节  

第八学期 12 毕业设计 实践环节  

 

 

表 7 校企联合开设课程 

课程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

性质 

考核方

式 
学分 

学时 

备注 总学

时 

企业导师 

授课学时 

在企业 

授课学时 

1019048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

术 
必修 考试 2 38 4 0  

1017086 内燃机排放与控制 选修 考试 2 36 4 0  

合  计  4 74 8 0  

 

3.协同培养的考核方式 

（1）各阶段内容与形式根据培养方案执行。在校企联合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与

企业共同制订各阶段企业培养标准和考核要求，共同对学生在企业学习阶段的培养质

量进行评价。 

（2）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要求，以学生综合能力评价和人格养

成作为核心，实现学生学习成绩评价方式多元化，包括大作业、实践报告报告、在企

业实习的综合表现、企业导师评价、实习答辩等，均将成为课程考核学生的重要方

式。 

（3）根据培养目标提出新的毕业要求，增加对能力的要求、对工程训练和工程实

践的要求和毕业设计的要求等。对于各专业的特殊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参与的

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取得的各类成果和经历，均在毕业成绩单上反映出来。 

（4）企业实践结束后，学生需填写《广西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专业实践考核

表》，其中要求撰写的实践报告部分根据实践时长，平均每天不少于 500 字。实践活

动所在企业（单位）和学校指导教师分别就实践学习情况和实践报告内容给出考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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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然后由学院组织专家就实践报告采取答辩方式进行面试考核，面试考核小组由 3-5

名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实践考核考核等级采用实习总结、实习

汇报、导师评分、面试多重评定方法，根据加权平均分将考核结果分成 5 个等级：优

秀（90 分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不

及格（60 分以下），成绩不及格者必须重修。 

 

4. 实施企业 

表 8  实施协同培养企业要求 

序号 企业具体要求 培养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行业龙头企业 生产实习/实践 先进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1 

2 行业龙头企业 综合实习/毕业设计 

先进能源开发与利用技

术，企业级研究中心或工

程中心 

2 

说明：参与校企协同培养的学生修读的课程和参加的实践环节，可以置换相应学分。 

 

 

表 9 部分校企联合培养单位及培养内容 

编号 企业单位 
认识

实习 

社会

实践 

企业技能学

习与实践 

毕业

实习 

联合毕

业设计 

1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 √ √ √  

2 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 √ √ √ √  

3 柳州裕信方盛有限公司 √ √ √ √  

4 柳州方盛车桥有限公司 √ √ √ √  

5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 √ √  

6 玉柴研究院 √ √ √ √ √ 

7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 √ √ √  

8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 √ √ √  

9 万向钱潮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 √ √ √ √  

10 上汽变速器(柳州)股份有限公司 √ √ √ √  

11 一汽解放柳州特种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 √ √  

12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 √ √ √  

13 柳州五菱新事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 √ √  

14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 √ √ √  

 

表 10 部分企业兼职教师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备注 

1 沈  捷 男 教授级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 林志强 男 
博士，教授级高

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3 谢正良 男 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4 林铁坚 男 
博士，教授级高

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5 蒙小聪 男 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6 陆寿域 男 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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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  辉 男 博士，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8 梁  锋 男 博士，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9 张  波 男 博士，高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10 杨  晓 男 高工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 胡建斌 男 高工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 蓝志宝 男 高工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 文代志 男 高工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14 钟  成 男 高工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十二、辅修专业课程计划表（略） 

十三、课程责任教师一览表（若干名） 

序

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学位 
专业特长 

课程（专业核心、专业选修、通识选

修） 

1 黄豪中 教授 博士 
内燃机燃烧与排放

控制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内燃机排放

与控制、学科发展前沿讲座 

2 黄惠兰 教授 博士 可再生能源利用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传热学、可再生

能源及其利用技术、能源与动力装置

基础、高等传热学（研） 

3 黄福川 教授 博士 
过程装备技术、油

气储运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专业英语、新

能源科学与技术、可再生能源及其利

用技术 

4 林清宇 教授 博士 
强化传热与节能、

过程装备技术 

过程设备设计、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强化传热技术（研） 

5 卢苇 教授 博士 

能量系统分析及优

化、先进制冷空调

技术 

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新能源

科学与技术、制冷技术与原理、锅炉

原理、汽轮机原理、高等工程热力学

（研） 

6 卫立夏 教授 博士 燃烧化学 燃烧学基础、专业英语 

7 黄世钊 副教授 硕士 过程装备技术 过程装备设计 

8 莫春兰 副教授 博士 
内燃机工作过程研

究 

传热学、内燃机排放与控制、发动机

原理与先进技术、高等工程热力学

（研） 

9 李会芬 副教授 硕士 
内燃机工作过程与

排放控制 

工程流体力学、内燃机构造、汽车构

造 

10 陈春香 副教授 博士 

新能源转化及应

用、燃烧与洁净排

放 

工程热力学、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热力发电厂、锅炉原理 

11 潘明章 副教授 博士 
内燃机燃烧与排放

控制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新能源科学与技

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基础、可再生

能源及其利用技术、内燃机排放与控

制、学科发展前沿讲座 

12 
欧阳天

成 
副教授 博士 

内燃机振动与噪声

控制 

内燃机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热力

学、内燃机设计、动力系统建模与仿

真、学科发展前沿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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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红霞 副教授 博士 

微尺度多相流、微

流控、电子热管

理、太阳能利用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 

14 冯振飞 讲师 博士 
强化传热与节能、

过程装备技术 

传热学、制冷技术与原理、过程设备

设计、能源动力测试技术、强化传热

技术（研） 

15 黄晓冬 讲师 学士 
内燃机电控、混合

动力系统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汽车电子控制技

术、汽车理论、电动汽车技术 

16 莫海俊 讲师 博士 内燃机数值模拟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发动机原理与

先进技术、专业英语 

17 陈彦君 
助理教

授 
博士 

微尺度传热与超临

界流体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计算流体动力

学（研） 

18 李昌铮 
助理教

授 
博士 

微纳尺度传热传质

及能量转换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热工学基础、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微纳米尺度传热

（研） 

19 莫唐明 
助理教

授 
博士 

新能源储能器件、

传热传质机理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 

20 李嘉宝 
助理教

授 
博士 太阳能利用 制冷技术与原理 

21 官维 
助理教

授 
博士 

智慧燃料燃烧与排

放控制、先进动力

控制 

发动机原理与先进技术、专业英语 

 

十四、专业责任教授（1 名）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学位 
专业特长 承担授课课程 

1 

欧阳天

成 

副教授 博士 内燃机振动与噪声

控制 

内燃机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热力

学、内燃机设计、动力系统建模与仿

真、学科发展前沿讲座 

 

 

 

 

专业负责人签字：欧阳天成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尤晖 

教学院长签字：李俚 

学院（盖章）：机械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