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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开发利用》选修课的教学探索 ①

唐安平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从化石燃料供需失衡矛盾、环境问题、我国严峻的能源形势、新能源的优点等方面阐述了高校开设《新能源

开发利用》选修课的必要性，探讨了多媒体组合教学、案例教学等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强调了应重视学生环保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最后介绍了由出勤情况、课堂表现和期末成绩等三部分构成的课程成绩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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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急剧膨胀、传统

化石燃料日益枯竭以及全球日益严重的气候和环境问题，能源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问题已日益凸

显。因此，为了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减轻和防止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文讨论了目前高校开设《新能源开发利用》课

程的必要性，并结合本人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初步探讨了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

选修课教学效果的方法。

１　高校开设《新能源开发利用》选修课的必要性
１．１　日益突出的化石燃料供需失衡矛盾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费大幅增长。特别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

以及人类生活的现代化，能源消耗量的增长速率明显加快。迄今为止，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约８０％的能
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众所周知，这些化石燃料不仅储量极为有限，而且不可再生。从目

前能源消耗情况来看，世界上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将在几十年至２００年内逐渐枯竭［１］。

１．２　化石燃料所引起的环境问题
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大气污

染、水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侵害等）。其中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的是大气污染。尤其在我

国，近年来大气污染问题已十分突出，目前全国约１／７的国土被雾霾笼罩，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当属华
北地区。例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份，京津冀地区出现了持续７日的雾霾天气，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多次超过３００

!

ｇ／ｍ３（ＰＭ２．５大于２５０
!

ｇ／ｍ３为严重污染）［２］。持续的环境污染对人们身心健康造成了
严重危害。

１．３　我国严峻的能源形势
能源短缺是全球经济发展难以改变的大趋势。目前，我国能源短缺的形势远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

这是因为我国能源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压力。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将在２０２０年后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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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在２０３０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虽然我国的能源资源总量位于世界第三
位，但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很低，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常规可采石油资源居世界第九

位，但人均占有量居世界第４１位；人均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５％，属于名副其
实的贫气大国。此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我国能源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压力。例

如，在２０１５年，我国近８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使用的煤炭是全世界的１／４，煤炭的使用率接近７０％。
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为煤炭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排放量、二

氧化硫分别占全国总量的６０％，７０％和８０％。
１．４　新能源的优点

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具有储量大、分布广、污染排放少、可再生等众多优点，是化石燃料的理想

替代能源，也是解决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实

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支点。据预测，到２０７０年，全球８０％的能源要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２　如何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选修课的教学效果
２．１　采用多媒体组合教学

多媒体组合教学是指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把传统教学媒体与现代教学

媒体（声音、动画、图像、视频等）有机结合，构成教学信息传输及反馈调节的优化教学媒体群［３］。它具

有声图并茂、视听交融、感染力强等优点，是传统的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为了采用多媒体组合教学，笔

者把全部授课内容制作成集视频、文字、图片、表格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在《新能源开发利用》课程的

整个多媒体课件中，笔者总共插入了７１段视频资料和２４２张图片。
２．２　采用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是目前高校教学过程中比较先进的一类教学方法，是高效率利用课堂学时、改善教学效果

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此，笔者将案例教学有选择性地穿插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教学过程中。例如，

在该课程的第一堂课中，笔者没有宏篇巨论、大讲特讲新能源开发利用如何重要，而是给学生提供了一

些化石燃料广泛使用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典型视频案例，如提供“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北极熊

因全球变暖难觅食”“中国可怕的雾霾事件”“汽车排放加重城市污染”“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等视
频给学生看，让学生去分析其中的原因及其后果，引出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在地热能一章的教学

过程中首先引入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及那首缠绵悱恻的长恨歌，然后提出以下问题

给学生思考：杨贵妃在华清池沐浴，距今已有１２００多年，但是华清池那股涓涓细流的泉水现在还热气
腾腾，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热水？这些热水与新能源有什么关系吗？怎么利用这些热水中蕴藏的能量？

在海洋能一章的教学过程中，首先播放一段钱塘江潮的视频，然后提出以下问题：钱江潮是怎样形成的？

其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又如何加以利用？最后将学生分组，进行５～１０ｍｉｎ的讨论后，每个小组表述各自
的观点。

２．３　重视学生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新能源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新的风险。因此，在强调其

用途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后果。例如，在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垃圾焚烧发电

曾是几十年前发达国家盛行的垃圾处理方式，我国截至２００６年也已建成１００多个大型焚烧装置。但是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因其致癌性导致垃圾焚烧场附近居民癌症死亡率增加［４］。

可燃冰有着其他传统能源无可比拟的优势，很多国家围绕可燃冰已展开激烈博弈。但是，如果可燃冰的

开采方法不当，释放出的甲烷（一种高效的温室效应气体）将扩散到大气中，增强地球温室效应，导致永

久冻土和两极冰山融化、地球变暖。基于环境污染是人类２１世纪面临的三大问题之一，所以在《新能
源开发利用》教学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将新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强调环保教育，培养

学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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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成绩考核
目前，我国高校多数选修课的考核方式通常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论文写作或开卷考试［５］。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论文抄袭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任课教师很难评判学生所提交的论文

质量。开卷考试更是难以准确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基于上述两个难点，本课程将成绩考核内容设置

为出勤情况、课堂表现和期末成绩等３个考核部分。出勤情况的考核内容包括学生缺课、请假、迟到、早
退等。课堂表现主要考核学生上课是否认真以及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主要采取

以下考核方式：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拟定一系列与学科前沿或学科应用有关的主题，例如“支持还是反对

垃圾焚烧发电”、“支持还是反对核电站的兴建”等辩论主题，要求学生课外收集资料并完成ｐｐｔ的制作；
在进行成绩考核时，教师根据学生 ｐｐｔ的内容、讲解情况等进行评价。在期末成绩考核环节中，要求学
生自主选择与新能源相关的内容制作一段约１０ｍｉｎ的ｐｐｔ，依次在课堂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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