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15)2023,5
ISSN: 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一、双碳下电气工程专业人才体系建设与课程改革

意义 1

1. 适应更智能化的新一代电力系统

为实现双碳目标，新一代电力系统以接纳更多的新

能源发电，减少碳排放量，降低电网系统运行难度和成

本为目标，朝着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

展。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电力系统升级改造打下

良好基础，许多新的概念和设备不断出现。例如“智能

电网”“能源互联网”“能量路由器”“区块链”和“电

力电子变压器”等等。国家也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这

些新设备和技术的发展。2016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制定的《关于推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教育教学项目：工程认证背景下建筑

电气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号：2021138）

“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29 日发布；国

家电网制定的《坚强智能电网技术标准体系规划》，明确

了坚强智能电网技术标准路线图，是世界上第一个用于

引导智能电网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标准。这些新设备和技

术发展，离不开先进电力电子技术，信息控制技术和智

能管理技术的支持。而现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课程体

系中缺乏对这些新设备和技术知识点传授，导致培养的

人才不能适应新一代电力系统的需求。

2. 双碳背景下企业对人才要求

除了现有电力行业，与电力相关企业也是电气专业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之一。因此，电气专业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也要考虑相关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近年，在国家能

源政策支持和双碳背景下，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

集团、国电集团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等现有电业企业对

自己的业务进行调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例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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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集团成立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

电加快电源结构和资产布局优化，优化发展火电，大力

发展水电和风电，积极发展核电、太阳能发电，因地制

宜建设天然气发电、分布式能源，形成水火互济、风核

气并举的电源格局。除了现有电力企业，也涌现出一大

批新能源企业。例如，阳光电源有限公司、金风科技、

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等等。这些

企业聚焦光伏、风电、储能和电力电子变换器产业，并

取得巨大效益。

3. 能够解决新能源发电装置引入现有电网带来的问题

虽然可再生能源装置具有许多优点，但由于环境变

化因素，导致光伏、风机在发电过程中输出的功率是波

动的，进而给现有电力系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

题主要包括：①调频调压难度加大。可再生能源并网带

来的波动性，导致电网电压和频率发生波动，调压和调

频难度增加 [1]。②电网稳定性下降。可再生能源装置主

要通过各种电力电子变换装置并网，和现有发电机相比，

这些电力电子变换装置惯性小，在电网功率发生波动的

情况下极易导致系统失稳。双碳背景下电力行业转型过

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也为电气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

求，仅仅能够解决现有电力系统存在的问题已经不能满

足电力行业对新一代人才的要求。

二、建筑类高校电气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措施

1. 改造传统教学，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

在中国慕课网、在线精品课程网等主流信息化教学

平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蓝墨云班课平台，尤其是

移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探索混合式课堂教学等

教学新模式。支持教师参加省教学设计信息化大赛，打

造专业“金课”生态，助力教学教法改革，建立健全

“金课”激励机制，结合专业课程体系，把部分通识课

程和专业课程从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

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

五个维度打造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打

造专业“金课”生态系统，助力教学教法改革。

2. 重视体制创新，校企合作组建产业学院

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把握产业发展趋势，

精准对接区域数字经济，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创新、平

台共用，努力把产业学院打造成面向产业集群、校企一

体、反应迅捷的产学研联合体。面向社会，打造电力工

程应用培训中心，充分利用现有的实训平台，加快推进

企事业单位信息技术人才培训。从企业电力工程等方面

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技能培训。

3. 积极开展公益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对中小企业员工及务工人员积极开展计算机应用技

术技能培训与学习，拓展他们的就业渠道，提高职业技

术能力，为地方脱贫攻坚助力，同时也积极参与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 [2]。强化“互联网 +”创业孵化基地功能、服

务中小微企业，依托现有的实训室、实验室、工作室等

基础设施，构建“互联网 +”创新创业中心，按实际情

况对现有资源进一步整合，充分利用工作室及其他相关

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项目指导、资金扶持助其成长，服

务中小微企业、服务数字经济，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4. 打造实训实践教学“新平台”

项目引领，构建“四结合”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开展电力工程生产实践，将教学知识点融入比赛项目，

开展电力工程技术应用等实训项目。建章立制，完善基

地运行与管理机制，建立科学完善的实践基地管理机制，

制定与实施配套的管理制度，制定学生实习实训标准、

考核标准、评价标准，完善技能评价体系。探索创新实

训基地运营模式，推动开放共享，优化专业实训资源配

置，提高实训资源的利用率，发挥校内实训基地教学、

实训和服务的多元化功能 [3]。优化企业引入机制，成立

实习就业联盟。和知名企业合作，建成面向电力工程产

业链各子方向的具有教学实践、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等

功能一体化的产学研示范性实践基地群。

5. 精准定制，培养数字经济新型技术人才

聚焦工业 4.0 标杆城市建设和先进产业集群发展需

求，全面对标工业 4.0 制造体系的战略部署，为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培养

模式，做到精准定制 [4]。进一步推进工作室、订单班模

式，通过“学分顶替、赛训结合、项目实施”等方式，

培养具有专项专长的电力工程技术人才。

6. 领军引领，打造服务地方数字经济技术团队

一是健全培训、考核和奖励制度。激发教师积极性，

鼓励教师走入企业、服务企业，建立一支“愿意出去、

专业互补、服务有效”的数字经济技术服务队伍。二是

形成“教科研结合，知识服务生产”的数字经济技术研

发服务导向，打造一批“布局合理、点面结合、有效示

范”的数字经济技术服务基地。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的教

学体系侧重于传授传统电力系统相关知识，未融合双碳

背景下新型电力系统的知识。通过大力培养电力工程人

才，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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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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