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414T 

一、培养目标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培养爱国进取、创新思辨、厚基础、精术业、宽口径，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创新创业能力、扎实的材料学基本理论和技能，掌

握新能源材料和器件的设计原理、制造工艺、测试技术与质量评价等专业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可

以在光伏与化学电源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产业领域从事技术开发、工艺和器件设计以及科学研

究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毕业生 5 年后应达到以下目标：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拥有较为扎实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生产实践中能够综合考虑法律、环境、社会、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2.具有坚实的物理、化学、材料、电子和工程等自然科学学科基础知识，能够在光伏与化学电

源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领域从事技术开发、工艺选用与设计、材料制备及改性、质量控制与管理

等方面工作； 

3.掌握光伏与化学电源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法规，具备较强的

实践能力和跟踪专业领域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4.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能够综合运用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材料与器件的基

本理论与技能，将基础学科中的各门知识和不同方法进行交汇，解决光伏与化学电源等相关领域的

技术问题，逐步成长为行业骨干和高层次人才，并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满足国家新能

源战略发展需求； 

5.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及创新意识，养成终身学习习惯，不断增加知识储备和提升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及沟通交流

能力。 

二、毕业（培养）要求及关联矩阵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培养要求： 

1.工程知识：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本理论，以及工程基础和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并能将上述知识应用于解决新能源光伏材料、新能源储能材料、

太阳能电池及化学电源器件的原理、制造和测试等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等方式

分析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设计满

足特定需求的新能源材料、新能源器件的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并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专业领域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中的设计、制备

及管理等工程问题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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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使用现代工具：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各种复杂问题，能够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和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分析、处理，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的工程背景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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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意义，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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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责任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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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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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沟通：能够就新能源科学领域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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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和回应指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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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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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在职业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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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知识  √ √   

问题分析  √ √ √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  

专业领域研究  √ √ √  

使用现代工具  √ √ √ √ 

工程与社会 √   √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职业规范 √  √  √ 

个人和团队 √    √ 

沟通   √  √ 

项目管理   √ √ √ 

终身学习 √    √ 

 

 
 



 

 

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工

程

知

识 

问题

分析 

设计

/开

发解

决方

案 

专业

领域

研究 

使用

现代

工具 

工程

与社

会 

环境

和可

持续

发展 

职业

规范 

个人

和团

队 

沟通 
项目

管理 

终身

学习 

大学外语         L H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L L    

office 高级应用     H   L M  L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M  H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L L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M M L    

形势与政策   M   M H M    L 

大学体育      L  M    H 

入学教育与新生导读        M L   H 

军事理论与训练        H M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L  H L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 
       H M   L 

劳动素养       L H M L   

创新创业教育   M     L M  H M 

书法鉴赏      L   M   H 

人文素养系列课程        L M   H 

卫生保健与健康教育      M  H L    

高等数学 A H M  M L        

线性代数 A H M  M L        

大学物理 B H M  L         

大学物理 B 实验  M  M H    M    

工程制图与 CAD H  L  H   M     

无机化学 H M  M L        

无机化学实验  M  M H    M    

材料科学基础 H H  M L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M H M H         

物理化学 H M  L L        

物理化学实验             



 

 

电工电子学 H H M  L        

应用电化学 L  M H L        

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   H M L        

材料测试分析技术 L M  L H        

工程材料学 H M  M  L       

机械设计基础 H  M  L     L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

用 
L H M M L        

风力发电技术   L M  L H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概

论 
M   H      L   

化学电源设计与应用 L M H M       L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设计 
 M H  L L       

动力电池基础 M L H          

新能源专业英语  M        H  L 

新能源工艺基础综合

实验 
  H M L    L    

新能源材料仿真   M M H        

太阳能电池前沿   M H   M      

工程项目管理   M   M L    H  

新能源行业标准    L  H  M  M M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M H M M        

燃料电池技术 M L H          

纳米材料与技术 M H  L         

固体物理 H M   L       L 

文献检索  M   M H      L 

锂离子电池与技术   M H   L      

电池管理系统   M H   L      

电动汽车导论   M H   L      

氢能开发与应用   M    H  M    

工程经济学  L    M     H  

光伏材料综合实验   H M      L   

创新创业创造      L   H M H M 

思想成长      M  H M L   

志愿服务      H L H M L   

社会实践（调查）      H  M H M L  

劳动教育      M  H M L   



 

 

专业见习   M   H L M L    

专业实训   M M H   M H    

毕业实习   L  M  H H  M  L 

毕业论文（设计）   H H M     M L L 

 
表 3.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支撑表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支撑课程 

1.工程知识 

 

1.1 掌握高等数学知识，以及将其运

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建模并求解的

基本方法。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1.2 掌握能够用于新能源材料工程问

题的设计、计算和分析的物理、化学

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大学物理 B、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固体物

理、大学物理 B 实验、无机化学实验 

1.3 掌握机械、电工电子等工程技术

知识和工程原理，能够运用相关的工

程基础知识进行初步的工程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电工电子学、工程制图与

CAD、动力电池基础 

1.4 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基本理

论和专业知识，并结合数学、自然科

学以及工程技术知识，将其用于解决

新能源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学、半导体物理与

器件、应用电化学、燃料电池技术、动力电

池基础、纳米材料与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概论 

2.问题分析 

2.1 具有运用所学的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等基本原理对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表述和建模。 

大学物理 B、固体物理、物理化学、材料科

学基础、电工电子学、材料测试分析技术、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大学物理 B 实验、无机

化学实验 

2.2 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基

本原理和相关基础知识，分析复杂工

程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工程材料学、纳米材料与技术、无机化学、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

化学电源设计与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设计、 

2.3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的基本原理，

借助文献研究，分析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制备和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获

得有效结论。 

新能源专业英语、文献检索、化学电源设计

与应用、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燃料电池技

术、纳米材料与技术 

3.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3.1 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开发全流

程及其工艺设计的基本方法，了解影

响产品开发过程及工艺设计的各种

因素。 

机械设计基础、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锂

离子电池与技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应用

电化学、新能源工艺基础综合实验、燃料电

池技术、动力电池基础、专业见习、材料合

成与制备技术 



 

 

3.2 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合理设计工艺

流程、正确选材以及开发加工技术，

完成单元及系统的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 

光伏材料综合实验、新能源材料仿真、电池

管理系统、电动汽车导论、半导体物理与器

件、化学电源设计与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设计、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动力电池

基础、燃料电池技术、专业见习、专业实训 

3.3 能够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

工程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

因素，提出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方

案。 

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式与政策、创新创业教

育、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毕业论文

（设计） 

4.专业领域研究 

4.1 能够基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相关

原理、工程技术及实验分析方法，对

工程问题中的相关现象、特性进行分

析。 

工程材料学、太阳能电池前沿，太阳能电池

基础与应用、材料科学基础、无机化学、半

导体物理与器件、新能源工艺基础综合实验、

风力发电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概论、专

业实训 

4.2 能够运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基

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根据实际工程问

题，选择研究路径和设计实验方案。 

光伏材料综合实验、锂离子电池与技术、电

池管理系统、电动汽车导论、应用电化学、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风力发电技术、专业

实训、大学物理 B 实验、无机化学实验、材

料合成与制备技术 

4.3 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优化实验方案，科

学采集实验数据，对研究结果进行分

析、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新能源材料仿真、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

设计与数据处理、毕业论文（设计） 

5.使用现代工具 

 

5.1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现代仪

器、模拟软件等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理解其局限性。 

大学计算机基础、office 高级应用、实验设

计与数据处理 

5.2 能够针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开发或选用恰当的仪

器、信息资源和专业模拟软件进行分

析、计算与设计。 

材料测试分析技术、新能源材料仿真、工程

制图与 CAD、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专业实

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6.工程与社会 

 

6.1 了解本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体

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

响。 

工程经济学，新能源行业标准、文献检索、

专业见习、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 

6.2 能够客观分析和评价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领域的工程实践对社会、健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专业见习、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思想成长 



 

 

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 

7.1 了解国家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及相关政策、法律和法规，

建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并理解其内涵。 

太阳能电池前沿、风力发电技术、毕业实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7.2 能够理解和评价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领域相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

践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太阳能电池前沿、风力发电技术、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概论、氢能开发与应用 

8.职业规范 

8.1 树立“忠党爱国”、“仁而爱人”的价

值观，了解国情和历史，具有良好的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 

社会实践（调查）、劳动教育、思想道德与法

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军事理论与训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劳

动素养 

8.2 能够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

工程实践中理解并自觉遵守职业道

德和行为规范。 

新能源行业标准、社会实践（调查）、专业见

习、专业实训、毕业实习、入学教育与新生

导读、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9.个人和团队 

9.1 具备团队协作理念和大局意识，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独立或

合作开展工作。 

劳动素养、劳动教育、专业实训、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9.2 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

工作。 

创新创业创造、社会实践（调查）、劳动教育、

军事理论与训练、大学物理 B 实验、无机化

学实验、创新创业教育 

10.沟通 

 

10.1 掌握技术文件或科技论文的写作

方法和表达技巧，具有撰写报告、设

计文稿、陈述发言和清晰表达的能力，

能够就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

有效沟通和交流。 

新能源行业标准、创新创业创造、社会实践

（调查）、毕业实习 

10.2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了解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和

研究热点，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

文化背景下的沟通、交流能力。 

大学外语、新能源专业英语、毕业论文（设

计） 

11.项目管理 

 

11.1 掌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领域实

践活动中涉及的相关工程管理原理

与经济决策方法。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新能源行业标

准、创新创业创造 

11.2 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在新能源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学、创新创业创造 



 

 

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工程设计、技术开

发过程中，正确运用工程管理与经济

决策方法。 

12.终身学习 

 

12.1 能在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

认识到不断探索和学习的重要性，具

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创新创业创造、大学外语、思想道德与法治、

入学教育与新生导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 

12.2 具有健康的体魄，并具有自主学

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能

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

力。 

创新创业创造、大学体育、军事理论与训练、

人文素养系列课程、创新创业教育 

 

   三、学制、最低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 3-6 年。 

本专业毕业应修最低总学分为 167 学分。 

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应修最低总学分，且学位课程平均绩点≥2.0，符合《渤海大学学士学

位授予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五、专业核心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材料测试分析技术、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固体物理、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应用电化学、化学电源设计与应用、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要包括设置的实验课程（包括大学物理实验、无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应用电化学实

验、材料测试分析技术实验、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实验、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及电工电子学实

验等）、专业见习、专业实训、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等。 

七、课程修读学分、学时 

课程类型 
学时分配 应修 

学分数 

占总学分

比例 合计 理论 实践（验） 

通识必修课 1003 590 413 45 26.1% 

通识选修课 72 72 0 4 2.4% 

专业必修课 1251 1036 215 68 41.2% 

专业选修课 586 408 178 30 18.2% 

第二课堂 —— 4 2.4% 

实践课程 28 周 16 9.7% 

合计 
2912+28

周 
2106 806+28 周 167 100% 



 

 

 

八、主要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 A(1、2)[Advanced Mathematics A(1、2)] 

学分：11，总学时：180；课程编码：G504001/G504007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主要讲授：极限论，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多元函数微积分学，级数理论，向量

代数，轨迹与方程，平面与空间直线，柱面、锥面、旋转曲面、椭球面、双曲面、抛物面及二次曲

面的一般理论。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 

线性代数 A[Linear algebraA] 

学分：4，总学时：68；课程编码：G504005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主要讲授：本课程基本任务是学习行列式，矩阵及其运算，向量的线性相关性，矩阵的初等变

换与线性方程组，相似矩阵及二次型，线性空间等理论及其有关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

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有

关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及方法，并能用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打下牢固的数学

基础。 

大学物理 B(1、2)[College Physics B(1、2)] 

学分：6，总学时：126；课程编码：G505004/G505004 

先修课程：高中物理 

主要讲授：质点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描述方式，功能有关定理和定律；热力学第一、二定律，理

想气体过程；静电场，稳恒电流的磁场；光的干涉、衍射、偏振、光的量子性；原子的核式结构，

氢原子光谱和规律，碱金属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复杂原子光谱的一般规律，外磁场对原子的作用；

X 射线的产生及测量；壳层俘获的条件，掌握核力、核结构模型等。 

材料科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学分：4，总学时 72，课程编码：Z118007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A(1、2)，大学物理 A(1、2)，物理化学  

主要讲授：侧重于无机与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知识，包括原子结构，原子间的键合（金属键、离

子键、共价键、范德瓦耳斯力、氢键）；晶体学基础，金属的晶体结构，原理晶体结构，离子晶体

结构，合金相结构；点缺陷，位错，表面及界面；表象理论，扩散的热力学分析，扩散的原子理论，

扩散激活能，影响扩散的因素，反应扩散，离子晶体中的扩散；回复，再结晶，晶粒长大，再结晶

退火后的组织；单组元相图及纯晶体的凝固，二元系相图和合金的凝固与制备原理；材料的亚稳态；

材料的功能特性。 

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Material synthesis and preparation technology] 

学分：3，总学时：54，课程编码：Z118012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无机化学，物理化学 

主要讲授：材料经典合成方法如高温合成、低温合成和分离、高压合成；软化学合成方法、先

驱物法、溶胶-凝胶法、低热固相反应法、水热与溶剂热合成法、化学气相沉积法、插层反应与支

撑和接枝工艺法。材料特殊合成方法如电解合成、光化学合成、微波合成、自蔓延高温合成。薄膜

材料与制备技术包括薄膜及其特征、薄膜的形成与生长、薄膜的物理制备方法、薄膜的化学制备方

javascript:;


 

 

法、薄膜的表征。晶体材料的制备包括晶体生长基础、晶体生长的方法和技术。非晶材料的制备包

括非晶态材料的结构、非晶态合金的形成理论、非晶态合金的形成规律、非晶态材料的制备技术、

非晶态合金的性能及应用。新能源材料的制备及应用包括锂离子电池材料、太阳能电池材料、燃料

电池材料、超级电容器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燃料电池材料、超级电容器材料等。 

材料测试分析技术[Material Test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学分：3，总学时：54；课程编码：Z118013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A(1、2)，无机化学 材料科学基础 

主要讲授：材料分析检测技术概述、X 射线衍射分析、扩展 X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分析、透

射电子显微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电子探针分析、扫描隧道显微分析和原子力显微分析、光电子

能谱分析、俄歇电子能谱分析、原子光谱分析、分子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核磁共振谱分析、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热分析等。 

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 

学分：4，总学时：72；课程编码：Z118001 

先修课程：高中化学 

主要讲授：化学原理、化学理论和描述化学三大部分。化学原理包括无机化学的发展概况、地

位与作用，气体、液体和溶液的性质，化学热力学基础与化学平衡，酸碱理论与电离平衡，沉淀反

应，氧化-还原反应和电化学，化学动力学基础；化学理论包括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化学键和

分子、结晶体结构，配位化合物；描述化学包括稀有气体，氢、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卤素，氧族元

素，碳族元素，硼族元素，铜、锌分族，过渡元素(Ⅰ)，过渡元素(Ⅱ)，镧系元素。 

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学分：4，总学时 72，课程编码：Z118004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A(1、2)，大学物理 A(1、2)，无机化学 

主要讲授：气体的 pVT 关系、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多组分系统热力学、化学

平衡和相平衡六章；下册包括电化学、量子力学基础、统计热力学初步、界面现象、化学动力学和

胶体化学。 

固体物理 [Solid State Physics]  

学分：3，总学时 54；课程编码：Z118006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主要讲授：固体物理学的发展概况、地位与作用，晶格的周期性，晶向、晶面和它们的标志，

倒格子，晶体的宏观对称性，点群，晶体的对称性与晶格点阵分类，离子性结合，共价结合，金属

性结合，范德瓦耳斯结合，元素和化合物晶体结合的规律性，简谐近以和简正坐标，一维单原子链，

一维双原子链-声学波与光学波，三维晶格的振动，离子晶体的长光学波，确定晶格振动谱的实验

方法，晶格振动模式密度，晶格热容的量子理论，布洛赫定理，近自由电子近似（一维周期场），

近自由电子近似（三维周期场），赝势方法，紧束缚近似（原子轨道线性组合法），能态密度和费米

面，表面电子态，固体电子恒定电场和磁场作用下电子的运动，导体、绝缘体和半导体的能带论解

释，晶体的一般缺陷类型，位错，空位、间隙原子的运动和统计平衡，扩散和原子布朗运动。半导

体中载流子的统计分布，半导体的导电性，非平衡载流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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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物理与器件[Semiconductor Physics] 

学分：5，总学时：85，课程编码：Z118009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A(1、2)，固体物理 

主要讲授：晶体结构，包括晶体内部结构的周期性、晶体的对称性、倒格子以及常见半导体的

晶格结构；半导体中的杂质和缺陷；半导体中的电子状态，包括电子的运动状态和能带理论、（自

由）载流子以及杂质能级和杂质补偿效应；半导体中载流子的统计分布，包括状态密度、费米分布

函数和费米能级、导带电子密度和价带空穴密度、本征半导体以及杂质半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

散射，电导现象和霍尔效应；非平衡载流子，包括非平衡载流子的产生和复合过程、连续性方程、

以及载流子复合；半导体的接触现象，包括外电场中的半导体、金属-半导体接触、金属-半导体接

触的整流现象、半导体 pn 结、pn 结的整流现象、pn 结击穿、异质结以及欧姆接触；半导体表面，

包括表面态与表面空间电荷区、表面场效应以及 MOS 结构的电容---电压特性。 

应用电化学[Application of Electrochemistry] 

学分：5，总学时：85；课程编码：Z118010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 A(1、2)，物理化学 

主要讲授：在阐明电化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系统地讨论电化学原理在各相关领域中的应用，

反映出应用电化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和实用性。主要讲授电化学理论基础；电催化过程；化学

电源；金属的表面精饰；无机物的电解工业；有机物的电解合成；电化学传感器和电化学腐蚀与防

护。 

化学电源设计与应用[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Power Source] 

学分：3，总学时 54；课程编码：Z118011 

先修课程：物理化学，应用电化学 

主要讲授：几种常见的化学电源系统如锌-锰电池、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燃

料电池等工艺过程。通过本门课的学习，可以了解各种电池化学电源系统的应用领域以及工艺过程

改变对其性能的影响。并能对各种化学电源的优劣进行评价进而为设计高性能化学电源体系打下基

础。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 of Solar Cells] 

学分：4，总学时 72；课程编码：Z118014 

先修课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应用电化学 

主要讲授：太阳能电池的物理基础、各类电池的基本结构、技术特点、产业化与展望，其中包

括：晶体硅电池、Ⅲ-V 族化合物电池、各种薄膜电池如硅基薄膜电池、铜铟镓硒电池、碲化镉电

池及高效“新概念”电池的基础理论与技术进展。 

 

  



 

 

九、培养进程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

否

学

位 

学

分 

学时 
周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总

学

时 

理

论 

实验

（践） 

通识

课程

模块

（49

学分） 

必

修

课 

通识

基础

课

(14) 

G501001 大学外语 1 否 3 60 45 15 4 1 试 

G501002 大学外语 2 是 3 72 36 36 4 2 试 

G501003 大学外语 3 否 2 54 36 18 3 3 查 

G501004 大学外语 4 否 2 54 36 18 3 4 查 

G506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否 2 30 26 4 2 1 试 

G506002 office 高级应用 否 2 36 36 0 2 2 查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

(18) 

G502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否 3 45 30 15 3 1 查 

G5020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否 2 36 30 6 2 5 查 

G502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否 3 54 36 18 3 4 查 

G502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是 3 54 36 18 3 3 试 

G502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否 5 90 72 18 5 6 试 

G502005 形势与政策 否 2 64 64 0 8 1-8 查 

通识

体育

(4) 

G503001 大学体育 1 否 1 30 4 26 2 1 试 

G503002 大学体育 2 否 1 36 4 32 2 2 试 

G503003 大学体育 3 否 1 36 4 32 2 3 试 

G503004 大学体育 4 否 1 36 4 32 2 4 试 

通识

素质

课

(9) 

G000001 入学教育与新生导读 否 1 
1 周（含安全教育、健康教育、

文献利用与检索） 
1 查 

G511001 军事理论与训练 否 1 30 8 22 2 1 查 

G510001 劳动素养 否 1 36 18 18 2 2 查 

G513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否 2 30 15 15 2 1 查 

G000002 卫生保健与健康教育 否 1 15 15 0 2 1 查 

G514001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否 0.5 15 8 7 2 1 查 

G5140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2 否 0.5 18 9 9 2 6 查 

G512001 创新创业教育 1 否 1 18 9 9 2 3 查 

G512002 创新创业教育 2 否 1 18 9 9 2 4 查 

选

修

课 

通识

美育

课

G509001 美术鉴赏 否 

2 

18 18 0 2 1-6 查 

G509002 影视鉴赏 否 18 18 0 2 1-6 查 

G509003 舞蹈鉴赏 否 18 18 0 2 1-6 查 



 

 

(2) 

 

G509004 音乐鉴赏 否 18 18 0 2 1-6 查 

G509005 书法鉴赏 否 18 18 0 2 1-6 查 

G509006 戏剧鉴赏 否 18 18 0 2 1-6 查 

G509007 戏曲鉴赏 否 18 18 0 2 1-6 查 

G509008 艺术导论 否 18 18 0 2 1-6 查 

通识

拓展

(2) 

 人文素养系列课程 否 2 36 36 0 2 1-6 查 

专业

课程

模块

（98) 

必修课

（68） 

G504001 高等数学 A1 否 6 90 90 0 6 1 试 

G504007 高等数学 A2 否 5 90 90 0 5 2 试 

G505004 大学物理 B1 否 3 54 54 0 3 2 试 

G505006 大学物理 B 实验 否 1 36 0 36 2 2 试 

Z118001 无机化学 是 4 72 72 0 4 2 试 

Z118002 无机化学实验 否 1 36 0 36 2 2 试 

Z118003 工程制图与 CAD 否 3 54 36 18 3 2 试 

Z118008 电工电子学 否 4 72 54 18 4 3 试 

G505005 大学物理 B2 否 2 36 36 0 2 3 试 

Z118004 物理化学 是 4 72 72 0 4 3 试 

Z118005 物理化学实验 否 1 36 0 36 2 3 试 

Z118006 固体物理 是 3 54 54 0 3 3 试 

Z118010 应用电化学 是 5 90 72 18 5 3 试 

G504005 线性代数 A 否 4 72 72 0 4 4 试 

Z118009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是 5 85 68 17 5 4 试 

Z118007 材料科学基础 是 4 68 68 0 4 4 试 

Z118011 化学电源设计与应用 是 3 54 54 0 3 5 试 

Z118012 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 否 3 54 54 0 3 5 试 

Z118013 材料测试分析技术 是 3 54 36 18 3 5 试 

Z118014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 是 4 72 54 18 4 6 试 

选修课

（30） 

Z11801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概论 否 2 36 36 0 2 3 查 

Z118016 机械设计基础 否 3 51 51 0 3 4 查 

Z118017 化学实验安全与管理 否 2 34 17 17 2 4 查 

Z118018 纳米材料与技术 否 3 51 34 17 3 4 查 

Z11801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否 2 36 36 0 2 5 查 

Z118020 动力电池基础 否 3 54 36 18 3 5 查 

Z118021 锂离子电池与技术 否 2 36 36 0 2 5 查 

Z118022 太阳能电池前沿 否 2 36 36 0 2 5 查 

Z11802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否 2 36 36 0 2 5 查 

Z118024 新能源材料仿真 否 1 36 0 36 2 5 查 



 

 

Z118025 燃料电池技术 否 2 36 36 0 2 6 查 

Z118026 电池管理系统 否 2 36 36 0 2 6 查 

Z118027 光伏材料综合实验 否 1 36 0 36 2 6 查 

Z118028 新能源工艺基础综合实验 否 1 36 0 36 2 6 查 

Z118029 新能源专业英语 否 2 36 36 0 2 6 查 

Z118030 文献检索 否 2 36 18 18 2 6 查 

Z118031 工程材料学 否 3 54 54 0 3 6 查 

Z118032 工程经济学 否 2 36 36 0 2 6 查 

Z118033 工程项目管理 否 2 36 36 0 2 6 查 

Z118034 新能源行业标准 否 2 36 36 0 2 7 查 

Z118035 电动汽车导论 否 2 36 36 0 2 7 查 

Z118036 氢能开发与应用 否 2 36 36 0 2 7 查 

Z118037 风力发电技术 否 3 54 54 0 3 7 查 

第二课堂模块（4

学分） 

G508001 思想成长 否 1 

每学期进行，毕业所在学

期记入成绩，合格者获得

1 学分 

8 查 

G508002 创新创业创造 否 1 大学期间至少修得 1 学分 8 查 

G508003 社会实践（调查） 否 1 4 周 6 查 

G508004 志愿服务 否 1 

每学期进行，毕业所在学

期记入成绩，合格者获得

1 学分 

8 查 

实践课程模块（16

学分） 

G510002 劳动教育 否 1 
4 周（至少保证 1 周校内

劳动周） 
4 查 

Z118038 专业见习 否 2 2 周 6 查 

Z118039 专业实训 否 2 2 周 7 查 

Z118040 毕业实习 否 5 10 周 8 查 

Z118041 毕业论文（设计） 否 6 修满 120 学分后申请开题 8 查 

 

 

十、修读指导与建议 

学  期 
课程类别 

课程属性 
学位课学

分 

修读学分

建议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第一学期 

（20.5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5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3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1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5.5 

通识美育课 必修 0 0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0 6 



 

 

选修课 选修 0 0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0 

第二学期 

（26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3 5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0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1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1 

通识拓展课 选修 0 2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4 17 

选修课 选修 0 0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0 

第三学期 

（28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2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3 3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1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1 

通识拓展课 必修 0 0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12 19 

选修课 选修 0 2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0 

第四学期 

（27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2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3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1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1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9 13 

选修课 选修 0 6 

实践课程模块  0 1 

第五学期 

（22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0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2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0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0 

通识美育课 选修 0 2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6 9 

选修课 选修 0 8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1 

第六学期 

（20.5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0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5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0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0.5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4 4 

选修课 选修 0 9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2 

第七学期 

（10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0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0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0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0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0 0 

选修课 选修 0 5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5 

第八学期 

（13 学分） 

通识课程模块 

通识基础课 必修 0 0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0 2 

通识体育课 必修 0 0 

通识素质课 必修 0 0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课 必修 0 0 

选修课 选修 0 0 

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