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新能源装备技术专业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成果 

产教融合出实效 教学改革成果丰 

一、加强团队教师能力建设 

1. 打造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 

引进企业高级工程师 1 名，中国海装风电工程师 2 名，

海外留学经历硕士 1 名，聘请中广核新能源四川分公司陈云

明高级工程师，国电投重庆清电新能源公司万计开高级工程

师、黄浩洋高级工程师，重庆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李友

荣教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研讨制定。中广核新能源四川

分公司陈云明为该专业企业专业带头人，聘请企业多名骨干

教师参与模块化教学。成功申报首批垃圾焚烧发电运行与维

护 X 证书考核站，组织学生培训考核，推进“1+X 证书”制

度试点。 

2. 教师参加国内外专业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自批准入选首批国家职业教育老师教学创新团队后，团

队成员先后参加了机械考评员培训、以学生为中心深化课程

建设暨课程教学培训、仿真指导教师复证培训、风机拆装调

试培训、2021 年新能源与环保技术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共同体研学交流活动、第三届综合能源服务产业

创新发展大会、高等职业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培训、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 



 

 

 

通过各级各类培训，教学团队教师的思政教学、职教能

力、专业技能等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谭世海被评为重庆市技

能大师，刘建国被聘为国家职业技能大赛裁判，陈绍敏被聘

为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监督仲裁长，向贤兵被重庆市人社局聘

为重庆市职业技能培训领域智库专家，陈绍敏等 5 位教师被

聘为重庆市“1+X”证书学习成果专业认证专家，鲁冠军、

陈绍敏等 6 人获得期机械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及能力评价考

评、管理人员培训认证。 

 

 

 

 

 

 

 

 

二、团队成员教学改革成果 

1.申报校级以上科研项目 5 项，教研项目 5 项 



 

2.完成校级 4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团队成员完成 4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分别是《风

力发电技术》、《电厂热工基础》、《光伏发电技术》、《风

电场电气设备及运行》。 

教研 5项 

 

（1）2020年团队负责人陈绍敏成功申报教育部国家职教团队创新实践性课题研

究项目《基于产教融合的新能源装备技术专业校企双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自筹经费

10万元； 

（2）2019年团队成员向贤兵成功申报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

成果导向的专本贯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192064）； 

（3）团队成员陈颖成功申报 2021 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发电厂

热力系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4）团队成员孙红雨成功申报 2021年全国电力职业教育研究课题《基于产教融

合的校企“双元”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以新能源装备技术专业为例》； 

（5）2019年团队成员王磊成功申报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火电厂集控运

行课程理实一体化研究与实践》（D-JY201910）。 

科研 5项 

（1）2020 年团队成员王华彪成功申报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风-光-水-储

清洁能源互补运行与优化配置研究》（KJQN202002601）； 

（2）2020年团队成员陈颖成功申报校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混煤掺

烧机组 NOx在线监测与优化系统研究》（D-KY202004）； 

（3）陈绍敏成功申报校级开发项目《垃圾焚烧炉炉排托轮塞的研究-以佛山瀚蓝绿电

固废处理垃圾发电厂锅炉为例》 

（4）曾小义成功申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天然气发电厂甲烷高效

催化燃烧研究》； 

（5）曾小义成功申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燃气电厂天然气高效催化燃烧研

究》。 



3.建设省级资源库及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5 门 

团队成员建成了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1个名称为《电厂

热能动力装置》。获批重庆市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5门：

《热力发电厂》、《电厂汽轮机》、《电厂锅炉设备》、《电

机技术》、《继电保护与自动装置》。 

4.公开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3 本、校本教材 3 本。 

团队成员完成了公开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本，分别是《循

环流化床锅炉设备及运行》、《热工基础》。公开出版或校

本教材 3 本，分别是《火电厂集控运行》、《电厂热力系统

及运行》、《煤质分析与监督》。 

5.团队成员陈绍敏、陈颖、王磊从 2018-2021 年连续四

年参编《中国电力人才发展报告》。 

三、校企深度融合，创新合作模式 

学校成立了电力职教集团，与电力行业相关企业建立了

紧密的校企合作。新能源装备技术专业分别与世界 500强企

业国网综合能源重庆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

有限公司及行业龙头大型国有企业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康恒环境股份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以现代学

徒制育人模式，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标准编写、考核

方案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合作成立风电方向订

单班和垃圾发电方向订单班。聘请团队建设合作企业专家担

任企业导师，指导新能源专业建设。与广东佛山瀚蓝集团开



展技术合作，解决企业垃圾焚烧炉托轮磨损和炉排卡涩的问

题，与瀚蓝集团合作的《校企携手同攻关 产教融合出实效》

入选中电联产教融合优秀案例。既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水平和

提升了就业率，也为企业输送了合格人才，解决了企业用工

问题，实现了双赢。 

 

 

 

 

四、校企协同打造“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满

足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够胜任专业理论

课教学任务,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及精湛的职业技能、能够

胜任实习指导和传技带徒任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需求,

学院与企业合作建成“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立“双

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合作企业有国网重庆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广东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重庆樱花新能源公司、瀚

南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公司。每年暑假派遣老师到合

作企业进行实习培训。 

学校与上海康恒环境股份公司签订

订单班培养协议 

校长带队调研中国海装风电工程公司 



 

 

 

 

 

 

 

 

 

 

 

 

五、产学研合作，助推产教融合出实效 

创新团队与重庆川东减震器厂进行技术合作，为重庆川

东减震器厂设计全自动生产线，申报专利 11 项，其中发明

专利 3项。与佛山瀚蓝集团绿电有限公司开展技术研发合作，

申报专利 23 项，其中发明专利 9项，国际专利 1项。 

 

             

 

 

 

 

 

 

国网重庆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签约仪式 

广东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约仪式 

重庆樱花新能源公司 团队负责人带队调研上海康恒青岛公司 



 

 

六、教师获奖情况  

团队成员谭世海被评为重庆市“首席技能大师”，陈绍

敏被命名重庆市第二批“双师型”名师工作室、团队成员陈

绍敏、陈颖、谢德勇连续两年在重庆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高职组专业技能课程一组比赛中获得二等奖。团

队成员刘真杰获得电力教育行指委教学成果一等奖。向贤兵

主持《基于系统理论的高职行动导向教学体系重构实践研

究》获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三导四化一中

心：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获得全国电力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重庆市 2021 年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学科德育）优秀案例及论文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和

三等奖；团队成员刘真杰《建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陈颖、姚昌模、王磊作品《提高蒸汽初参数

对发电成热经济性的影响》、团队成员作品陈绍敏、陈颖、

罗远福、谢德勇《水泵介质泄露故障检修案例》获得 2021

年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学科德育）优秀案例及论文获奖二

等奖。姚昌模入选 2018-2020年度重庆市高校在线课程建设

与应用先进典型，2020-2021 年团队教师参加市级教学能力

比赛获得二等奖。 
 



 

 

 

 

 

 

 

 

 

 

 

 

 

 

七、学生获奖情况  

团队成员向平、曾小义指导学生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获奖：《自

部分荣誉证书 



动给料机器人装置》获银奖、《工业高效精灵——智能机器

人先驱者》获银奖并入选第十七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

技能大赛创新创效竞赛全国复赛、《无动力消耗工件收纳装

置》获优秀奖。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 

团队成员孙红雨、罗叶指导学生参加金砖国家碳中和能

源管控技术及应用比赛获奖 2 项；团队成员孙红雨、罗叶获

“2021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之新型碳

中和能源管控技术竞赛及应用赛项（高职组）”优秀指导教

师、最佳组织奖。 

团队成员陈绍敏指导学生获得 2021 年度全国高等院



校学生发电机组集控运行技术技能竞赛一等奖，并评为优

秀指导教师。学生获得垃圾焚烧发电运行仿真竞赛二、三

等奖各 1 个。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集控运行仿真竞赛获奖证书 

 

八、建立团队协作共同体 

1.积极参加新能源共同体联盟活动 

组织创新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共同体联盟各类活动。包

括五次线上会议，三次线下集中会议，进行了人才培养交

流、“1+X”证书研讨及成果分享，开题、中期汇报等活

动。2021 年 3月共同体赴江苏地区研学、2021 年 10 月赴

武汉地区研学，在深入企业调研学习的同时，加强文化引

领，开展党建实践活动，增强了行业、企业、院校等创新

团队成员的凝聚力和创新团队之间协作能力，激发团队创

新活力。 

 



 

 

 

 

 

 

 

 

 

2. 与同类院校建立定期交流，开展团队建设协作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到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调研；

并与新能源与环保国家创新团队共同体学校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开展了学习培训交流，探讨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路径。同时交流学习了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新能源专业的

发展方向，并汇报了共同体院校建设情况。 

 

 

 

 

 

 

 

 



团队负责人带队走访共同体院校—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