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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课程的
应用案例教学 

杨思源　刘雪芹

（重庆理工大学理学院，重庆 400054）

摘要：案例教学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或者生活中所见到的实物，联系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从所列举的案例出发，举一反三，从而更

加深入地学习这门课程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方法适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人

工智能技术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案例，可以让电子信息专业研究生充分了解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结

合案例，分析新能源器件在实际应用中尚存在的问题，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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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石能源日益枯竭、全球气候变暖等能源与环境问题的

逐渐暴露，近几年新能源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新能源技术是

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经济稳步前进的一条必经之路。国家目前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为了实现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这些新能源产业在技术层面还存在诸多尚未

解决的问题。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让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

的解决，例如光伏预测、锂电池寿命预测等都是人工智能解决新

能源产业问题的体现。让人工智能技术与新能源技术充分地结合，

可以使目前的新能源技术应用更加广泛和高效。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列举一到两个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

问题，让学生从多个方面、多种途径分析问题，锻炼学生对问题

的思考能力；让学生思考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进一步地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达到锻炼学生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本文引入锂离子电池寿命预测这一案例，从

问题分析、解决方法、结果讨论三个部分训练学生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一、案例介绍

新能源汽车近几年不断地发展，其最核心部件就是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锂电池由于其重量轻、能量转换效率高、能量密度

高等优点，充当了大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但是因为锂电池在

不断地使用过程中，电池的内部结构不可避免地被消耗，导致了

锂电池并不能像燃油汽车那样长时间地使用。而锂电池的使用寿

命一般为 3-5 年，在锂离子电池到达寿命终点之后继续使用会有

安全风险，所以锂离子电池的寿命预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

我们给出了几个不同型号锂离子电池从寿命开始到寿命结束的每

次循环的初始充放电电压、初始充放电电流、容量等数据。希望

能够让学生锻炼利用有限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锂离子电池寿命预测案例

（一）问题分析

锂离子电池容量退化曲线如图 1 所示。让学生通过检索资

料，清楚锂离子电池寿命的判定标准（容量下降至额定容量的

80%）。明确了寿命终点的判定标准之后，让学生分析该问题，

要准确预测寿命应该预测哪些参数，从本案例出发，预测锂离子

电池寿命需要的参数多种多样，不同的方法使用的参数也不尽相

同，让学生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了解不同参数能够体现锂离子

电池哪些特性，从而让学生了解锂粒子电池的物理、化学特性，

当学生对锂电池相关的专业知识足够了解之后，学生才能归纳总

结出自己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创新。此次案例教学所使用的方法

是预测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在预测容量的基础上预测锂离子电池

的寿命，在学生知道寿命预测的核心预测就是预测锂电池每一次

循环的容量之后。让学生思考能够准确预测容量之后，再如何将

预测的容量转换为预测寿命。通过介绍案例，让学生掌握以上三

个分析问题的主要步骤：

1. 了解原理：通过大量文献地阅读，掌握锂离子电池的相关

知识。

2. 学习方法：通过阅读文献查阅资料，让学生了解这一项研

究目前最前沿的研究方法，总结并归纳这些前沿方法的优缺点。

3. 构思创新：在学生大量了解这些方法之后，让学生理清自

己的思路，让学生使用自己的方法完成这项小实验。 

让学生更良好地掌握这三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才能训练专业

型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接下来将会利用案例分析从解决方法

和结果讨论两个部分训练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图 1　锂电池容量退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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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方法

介绍常用方法如图 2 所示，并列举一些经典的机器学习方法

的优缺点，以及适用场景。并布置作业，引导学生查阅文献，学

习使用这些经典方法，并总结一些文献中使用新的方法，让学生

自己的方法能够比案例教学的方法某一方面的效果更好，例如，

训练所耗费时间、预测精度、模型泛化能力等等。

图 2　一些经典的机器学习方法

训练学生思考怎么更具有创新性解决问题的同时训练学生的

信息检索能力。这里我们举例使用所有循环的锂粒子电池容量数

据，并且利用 LSTM 神经网络来搭建模型预测锂离子电池每个循

环的容量。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了解大多经典方法的优缺点

及适用范围，学生下来后对自己感兴趣的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学习，

这一过程中学生还会拓展学习更多的方法，最后总结出自己的新

方法。介绍教学案例方法时，总结出所使用方法还有哪些不足，

让学生有更多的好的想法去完善或替换教学案例方法，从而达到

通过案例教学训练学生思考能力、逻辑能力、创新能力的目的。

（三）结果讨论

利用案例，介绍如何从多个角度评价自己所使用方法的预测

结果，例如预测精度、模型泛化能力、训练时长等参数。告诉学生，

面对这种预测问题，如何通过评价指标获得的参数去说明对比说

明自己模型的优势及不足，以及现有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评价指

标如图 3 所示，并介绍这些评价指标分别评价机器学习模型的何

种性质；并且讨论还有哪些不足，是什么原因导致。

让学生解决了问题之后，学会整理实验材料，并且总结这种

解决方法还有哪些不足，以及怎么改进。通过写实验报告的形式

去将问题分析清楚。通过 PPT 汇报的形式，让每一位学生讲述一

下他所使用的方法，以及使用这种方法的思路，展示最后的预测

结果和精度，并且比较案例教学的方法，自己的方法有哪些提升，

以及创新点。最后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做的案例，写一篇论文，深

刻一遍整个案例分析的过程，并且强化巩固这种思维方式。

图 3　一些经典的机器学习模型评价指标三、结语

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从一个特定的案例，学习如何分析问

题，将问题由繁到简，最后精简为一个问题；学习解决的方法，

让学生从网络上收集资料，大量掌握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

如何讨论总结，让学生学会整理材料、分析实验结果，总结自己

方法的不足，提出有待改进的地方。让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的过

程中锻炼，分析问题能力、文献检索能力、学习能力、思考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通过这一个案例得到成就感，从理论的学

习到最后成果的得出，从而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

电子信息专业是一种涉猎范围比较综合的专业，这种专业研

究生的优势在于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相结合，继而实现学科交叉的

理论和实践创新。人工智能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应用案例教学，

是人工智能专业与新能源专业的一种学科交叉，本文所使用的的

案例只是学科交叉案例的一种，通过这种案例教学方法能够训练

学生信息检索能力，让学生对陌生的知识领域也能快速地掌握并

且应用，提高学生的知识广度，训练学生灵活地使用不同专业知

识解决目前全球所面对地科研难题，为现阶段中国发展培养综合

型人才，案例教学在电子信息专业地广泛应用是中国教育历程上

的一次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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