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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现代储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招生简章

（一）专业简介与特色

1、专业简介

江苏理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开设的“先进储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充分考虑

了“储能技术”领域迫切的人才需求。储能环节是新能源消纳以及电网安全的必要

保障，在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都会得到广泛的应用，且急需多学科融合型人

才。预计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时，我国储能人才需求规模将达百万级，人

才培养缺口非常严重。

“先进储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围绕常州“新能源之都”的布局，聚焦绿色能源

存储与利用，开设电化学储能的材料及性能、材料分析、化学电源设计（器件），

氢能与燃料电池、电池管理系统理论及设计 5大模块课程。重构的课程内容更符

合市场需求，同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开设产业引领特色实践模块，实现

课程内容的学以致用，夯实能力培养环节，使学生更好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发

展需求。

2、特色优势

（1）符合常州“新能源之都”布局。学校所在城市常州，是中国新能源产业五大

领军城市之一，其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据全省半壁江山，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

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聚区。

（2）课程采用产教联动、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聘请行业专家授课的学时

超过 30%，实践教学学时超过 50%，使学习者在第一时间领略产业动态、拓展

跨学科知识领域、获得基本职业素养，为其日后在先进储能技术行业的职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3）现代储能技术不受地理地形环境的限制，可以对电能直接进行存储和释放，

且从乡村到城市均可使用，未来就业领域广泛。

（二）专业培养目标

针对新能源产业链人才需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依托校、政、企多方资源，

聚焦电化学储能核心材料的生产技术和电池使用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技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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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从事电化学储能材料、器件与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和管理的技术能力和

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提高学生在储能行业、新能源汽车行

业、电力行业、电池行业、光伏行业等领域的就业竞争力。

（三）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学时 简介

电化学储能器

件及关键材料
32（理实一体）

课程内容包括主流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及电

解液技术 优势与不足，基于科学问题进行

项目式实验教学，开展企业现场教学。力求

构建电化学储能器件及材料的 应用知识

体系。为学生从事新能源相关工作打下前期

基础。

材料分析 16（理实一体）

课程内容包括电池材料分析相关的理论和

实验内容。 在教给学生基本的分析方法原

理和技术的同时，使学生建立分析科学的概

念，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及从事理论

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氢能与燃料电

池
32（理实一体）

课程内容包括制氢技术、储氢技术、氢的典

型应用、 燃料电池基本概念及光伏电解水

制氢用氢设计类实验。学生了解氢能相关

热点问题以及氢能的发展趋势，掌握光伏电

解水制氢、储氢，燃料电池用氢等相关知识，

培养可持续发展理念、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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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化学电源设计 32（理实一体）

课程内容包括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液流

电池等化 学电源的组成、工作原理和制造

工艺，结合目前电池安全问题，进行电池设

计保护机制项目式教学，现场 教学，为学

生将来从事新能源领域的相关工作打下基

础。

电池管理系统 32（理实一体）

课程内容包括电池管理系统、电池状态估算

方法、电池组的均衡管理与热管理理论模

块及磷酸铁锂电池组倍率、容量、荷电状

态估算实验及企业现场教学。为从事新能

源电池管理系统设计、电池状态算法研究等

方面的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BMS创新设计 3周（实践课）

本课程以学生选定题目、自主设计、自主

操作、自主验证的方式进行， 由企业工程

师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融入企业真实需

求，开展项目式教学，以达到巩固和补充

课堂讲授电池管理系统理论知识的目的。

（四）招生对象及条件

面向校内全体专业大一及以上年级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不限文、理）。学生

需对储能技术有兴趣，想拓展就业面。无绩点要求。本专业六门课程分 3 个学期

上，共 12学分，每学分需缴费 100 元。拟招收 20 人。

（五）报名方式

报名联系人：周老师/庄老师

联系电话：18136720183 / 13775208778

报名及咨询方式：QQ 群：871389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