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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能源工程系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24 级） 

一、专业介绍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面向新工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未来，以建设国际一流的学生培养和前

沿研究为目的，设有创新设计及先进制造、机器人及自动化、能源工程三个学科方向，拥有智能制造、成

形制造及3D打印、精密加工技术、机器人及自动化、能源工程五个研究方向，建立先进制造实践平台，创

新设计实践平台，自动控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三大教学实践平台，着重培养具有坚实理论基础、交

叉学科背景、优秀人文素养，能深入研究工程科学问题的学术型人才、能够领导解决重大工程问题的创新

型人才。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我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技术。在此背景下，教育部新增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特色本科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涉及到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质能的获取、存储、转换和利用，主要面向于国家能源

发展战略和能源动力学科新的发展趋势，培养具有能源工程、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等基础知识，掌握新能

源转换与利用原理、光电及光化学转化原理、新能源热利用与热发电原理及系统、储能科学与技术等方向

的新能源科学领域专业知识，能在国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领域开展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工程应用、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专业类：能源动力类；专业代码：080503T。 

二、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可再生能源科学知识与工程技术的跨学科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者既需要掌握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掌握新能源专业相关的各类专门技术，能够胜任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领

域的相关技术开发、工程设计、运行管理、科学技术教育与教学等工作。毕业生能在能源动力、化工、冶

金、电子、汽车、机械等部门从事新能源利用、节能减排、碳中和等相关方向的研究、教学、设计、开发、

管理等工作。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一流的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竞争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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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能力：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的领域，具有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的技术能力。 

2、工程理念：具有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从工程原理出发，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运用

专业分析的思维方式，综合所得信息，做出合理判断并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3、态度：积极主动，不断学习，与时俱进；诚实正直，负有责任感，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沉着应对；具

有国际一流的视野，为所在岗位做出积极贡献。 

4、领导力：善于沟通，在团队协作中逐步培养领导能力，知人善任，领导团队实现目标。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的毕业生需具备以下要求： 

1、工程知识：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必需的技术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热力学、传热学、新能源获取与存储、能

源转换与利用、储能技术等方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新能源获取、存储、利用和管理全环节的基

本原理和专业技能；能够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工程知识，来识别、制定和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 

2、实验与数据分析：能够设计并完成新能源相关实验，分析、解释数据，并基于工程知识的专业判断，得

出合理有效的结论； 

3、设计解决方案：能够应用工程设计理念设计出满足特定需求的解决方案，并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能源、

环境和经济等若干因素； 

4、沟通：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能够与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5、职业道德与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循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专业职责；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能够综合所得信息，做出合理有效的判断； 

6、团队合作：能够在团队项目中展现领导力、创建协作包容的工作环境、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并实现目标 

7、自主学习：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追求卓越的精神，具有良好的自制、自学能力，具备不断学习和

适应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的终生学习能力。 

 

三、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学分要求  

1. 学制：4年。 

2. 学位：对完成并符合本科培养方案学位要求的学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3. 最低学分要求：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9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通识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模块  思政类 17 

基础素质培养模块 

体育类 4 

军训类 4 

综合素质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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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类 2 

基础能力培养模块 

计算机类 3 

写作类 2 

外语类 14 

人文社科基础模块 

人文类 
6 

社科类 

国学类 2 

自然科学基础模块 

数学类 12 

物理类 10 

化学类 3 

地生类 3 

通专衔接模块 专业导论类 2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28 

专业核心课 18 

集中实践 
（毕业论文、实习、科研创新项目

等） 
12 

       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 15 

合计学分 159 

注：思想政治教育模块、基础素质培养模块、基础能力培养模块（外语类&写作类）、人文社科基础模块、通专衔接模
块课程的修读要求详见通识培养方案。 

四、自然科学基础模块及基础能力培养模块计算机类课程修读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先修课程 开课单位 

数学类 

MA101a/MA117 
数学分析 I/ 

高等数学（上） 
5/4 1/秋 无 数学系 

MA102a/MA127 
数学分析 II/ 

高等数学（下） 
5/4 1/春 

高等数学
（上） 

数学系 

MA107/MA113 
高等代数 I/ 
线性代数 

4 1/春秋 无 数学系 

物理类 

PHY101/PHY105 
普通物理学（上）/ 
大学物理（上） 

5/4 1/秋 无 物理系 

PHY102/PHY106 
普通物理学（下）/ 
大学物理（下） 

5/4 1/春 

普通物理学
（上）/ 
大学物理
（上） 

物理系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1/春 无 物理系 

化学类 
CH103/ 
CH105 

化学原理/ 
大学化学 

4/3 1/秋 无 化学系 

地生类 
BIO103/BIO102B/

EOE100 
生物学原理/生命科学概

论/地球科学概论 
3 1-2 春秋 无 

生物系/生物
系/地空系、 
海洋系、 环境

学院 

计算机类 
CS109/CS110/CS1
11/CS112/CS113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Java 程序设计基础/C 程
序设计基础/Python 程序
设计基础/Matlab 程序设

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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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入专业前应修读完成课程的要求 

进入专业时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第一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01a/MA117 数学分析 I/高等数学（上） 无 

MA102a/MA127 数学分析 II/高等数学（下） 数学分析 I/高等数学（上） 

PHY101/PHY105 普通物理学（上）/大学物理（上） 无 

PHY102/PHY106 普通物理学（下）大学物理（下） 普通物理学（上）/大学物理（上） 

注：以上课程均为需修读完成的课程，除此之外至少需修读以下课程中其中一类： 
1. 数学类：MA107/MA113 高等代数 I/线性代数； 
2. 物理类：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3. 化学类：CH103/CH105 化学原理/大学化学； 
4. 地生类：BIO102B/BIO103/ EOE100 生命科学概论/生物学原理/地球科学概论； 
5. 计算机类：CS109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CS110 Java 程序设计基础/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CS112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CS113 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 

第二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01a/MA117 数学分析 I/高等数学（上） 无 

MA102a/MA127 数学分析 II/高等数学（下） 数学分析 I/高等数学（上） 

PHY101/PHY105 普通物理学（上）/大学物理（上） 无 

PHY102/PHY106 普通物理学（下）大学物理（下） 普通物理学（下）/大学物理（上） 

MA107/MA113 高等代数 I/线性代数 无 

注：以上课程均为需修读完成的课程，除此之外至少需修读以下课程中其中一类： 
1. 物理类：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化学类：CH103/CH105 化学原理/大学化学； 
3. 地生类：BIO102B/BIO103/ EOE100 生命科学概论/生物学原理/地球科学概论； 
4. 计算机类：CS109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CS110 Java 程序设计基础/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CS112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CS113 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 

注： 
1.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大于等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
所有专业可以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2.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小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所有
专业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3.如第一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
的规则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并提前公布）。 
4.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设置要求的院系，如果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和第一学年结
束时已经进专业的学生人数累计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规则在申
请进专业的学生中进行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
并提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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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课程教学安排一览表 

表 1 专业必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专
业
基
础
课 

ME271 热工基础 4 0 2/秋 
高等数学
（下）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102 CAD 与工程制图 3 1.5 2/秋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EE104 电路基础 2 0 2/秋 
高等数学
（上）、线
性代数 

电子与电气工程
系 

MAE207 工程流体力学 3 0 2/秋 
高等数学
（下） 

力学与航空航天
系 

MSE202 物理化学 3 0 2/春 
化学原理、
高等数学
（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 

MSE204 物理化学实验 1 1 2/春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 

ME272 
能源半导体器件

物理 
3 0 2/春 

大学物理
（下）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261 
工程材料—科

学、工艺与设计 
3 0 2/春 

大学物理
(下)、大学
化学或者
化学原理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273 能源科学基础 3 0 2/春 

大学物理
(下)、大学
化学或者
化学原理、
热工基础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103 
制造工程认知实

践 
3 2 2-3/春秋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合计 28 4.5  

专
业
核
心
课 

ME371 
光电与光化学转

化原理 
3 0 3/秋 

能源半导
体器件物

理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372 电化学原理 3 0 3/秋 

物理化学
和 

物理化学
实验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373 能源材料化学 3 0 3/秋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376 能源催化基础 3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377 储能科学基础 3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ME378 
能源材料表征技

术 
3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合计 18 0  

集
中
实

践
课
程 

ME498 综合工程训练* 12 12 4/春  
机械与能源工程

系 

合计 12 12  

合计 58 16.5  

注： 
*修读完成《综合设计Ⅰ》和《综合设计Ⅱ》的学生无需选修综合工程训练（ME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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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业选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专业能力类
选修课 

ME381 光伏发电技术 3 0 3/秋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2 人工光合成燃料技术 3 0 3/秋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3 新能源发电并网技术 3 1 3/秋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E5402 
新能源技术：氢能与燃

料电池技术 
3 0 3/秋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E5405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3 0 3/春 
高等数学
（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5 光电转换薄膜与器件 2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4 电化学测量 3 2 3/春 
电化学原

理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E5410 锂离子电池技术 3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7 
固态电化学与全固态电

池 
3 0 3/春 

电化学原
理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6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基

础 
3 0 3/春 

大学物理
（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487 氢能 3 0 3-4/春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工程基础类
选修课 

ME212 材料力学 M 3 0 2/秋 
高等数学
（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E5004 实验室安全通识基础 1 0 2/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09 
工程技术创新中的管理

科学 
1 0 2/春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74 科学与伦理 2 0 3/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SDM274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基

础 
3 0 3/秋 

高等数学
（下）、
线性代数 

系统设计与
制造制造学

院 

ME364 
功能软材料 3D 打印–基

础、工程与应用 
3 0 3/秋 

大学物理
B(下)或
高等数学
（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E5215 
柔性电子制造：材料、

器件与工艺 
3 0 3/秋 

材料科学
与工程基
础或者工
程材料-
科学、工
艺与设计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61 金属增材制造理论基础 3 0 3/春 

工程材料
—科学、
工艺与设

计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388 电动车能源系统 3 1 3/春 
电化学原

理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485 能源政策 1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486 新能源工程综合实验 2 2 3/春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E5411 新能源转化与利用技术 3 0 3/春 
能源科学

基础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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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462 增材制造与设计 3 0 4/秋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471 光电转换与测量 3 2 4/秋 
光电与光
化学转化

原理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ME491 专业实践 3 3 
1-3/春夏
秋，4/秋

春 
 

机械与能源
工程系 

合计 69 11  

注： 
1. 专业能力类选修课至少修读 9 学分，工程基础类选修课至少修读 6 学分。 
2. 部分专业选修课开课学期可能会发生改变，请以实际开课学期为准。 
3. 本模块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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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一览表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CS109 
计算机程序设计

基础 
3 1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0 
Java 程序设计基

础 
3 1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 3 1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2 
Python 程序设

计基础 
3 1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3 
Matlab 程序设

计基础 
3 1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2 1-2 春秋 无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102 CAD与工程制图 3 1.5 2/秋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SE204 物理化学实验 1 1 2/春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

程系 

ME103 
制造工程认知实

践 
3 2 2-3/春秋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383 
新能源发电并网

技术 
3 1 3/秋 

能源科学基
础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384 电化学测量 3 2 3/春 电化学原理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388 电动车能源系统 3 1 3/春 电化学原理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471 光电转化与测量 3 2 4/秋 
光电与光化
学转化原理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486 
新能源工程综合

实验 
2 2 3/春 

能源科学基
础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491 专业实践 3 3 
1-3/春夏秋，

4/秋春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ME498 综合工程训练 12 12 4/春  
机械与能源工

程系 

合计 53 34.5  

 

  



9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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