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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微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徐国芃 乌 兰 李丹洋 张志娟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锡林浩特 026000）

【摘 要】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微课程”开始进入校园。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微课程具有内容精、时间短、
重难点突出、灵活性高等突出特点，有效提升了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教学成效。本文从微课
程的内涵开始分析，重点探讨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教学现状，以及相应的改进策略，希望进
一步推动微课程与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融合，促进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育教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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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习、复习。通过开展微课程教学，教师提高了自己
的教学效率，学生也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效率。

1.3 有利于教师的教学进步
在使用微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进步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制作出简短、精炼的微
课程内容，教师需要突破传统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激发了教
师的学习潜力，也培养了教师的创新思维能力；另一方
面，教师采用微课程指导学生预习、复习，节约了课堂
上的教学时间。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为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答疑，或者为学生积极拓
展课堂外的延伸知识，这不仅拓宽了教师的知识储备，
还激发了教师的创新思维能力。

2  当前《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2.1 部分高校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目前，我国高校在进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

的教学中，在教学方法上过于单一，主要表现在：一方
面，有些教师在进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教学
时，过于注重自己的讲授，全程都是“说教式”灌输教
学 [4]，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对于《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学习，缺乏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在学习《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时，很多
时候都会涉及一些实操，或者模具展示，但有些教师没
有注重这些实操环节，导致学生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课程的学习中，很难有深刻的理解，难以保证学生的学
习质量。

2.2 有些高校教学设计存在不合理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教学设计直接影响学

生的学习成效。当前，部分高校进行《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课程教学时，在教学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设计：第
一，《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涉及多方面知识，而且知
识更新的速度也比较快。在学习《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课程时，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一样，对这一门课
程掌握的基础也不一样。但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教师忽
略了每个学生的基础差异性问题，采取统一的大班式教
学，导致基础好的学生没有得到很好的拓展，而基础不
是很好的学生会越学越跟不上教师的进度；第二，在学
习《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时，为了更好地理解课程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高校开展《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课程，主要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参与度不高，学习兴趣也不大。“微课程”的出现，
有效地改变了这种局面，推动了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尽管在实际情况中，
有些高校在运用微课程开展《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
的教学时，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问题，但这是高校进行教
育教学改革所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广大的高校教育工
作者应该满怀信心，积极探索，正视现有的问题，改进
现有的问题，为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育教
学改革而继续努力。

1  微课程的内涵概述

“微课程”指的是一种在线学习，或者移动学习，不
同于一般的微型教学，微课程有比较完整的教学设计，
包含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反馈、课程评价等多个
环节 [1]。微课程具有内容精、时间短、重难点突出、灵
活性高等突出特点，应用于教育教学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

1.1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一直以来都是高校教

师教学工作的重点。在高校学习阶段，部分学生很容易
因为教学模式、教学资源、教学工具等诸多的现实因素，
对所学习的课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厌倦感。这种厌倦感不
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
的身心健康。“微课程”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教师
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学习资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给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 [2]。

1.2 提升教师教学的效率
微课程以“简短”“精炼”为特点，一般情况下，微

课程的时间不会太长，大部分教师会控制在 2~10分钟之
间。虽然微课程的时间不长，但主要是围绕一个核心知
识点展开，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重难点，可以
很好地把握学习的方向性。而且，微课程是一种在线课
程，适用于各种移动设备，学生只要有一部手机，或者
有一个平板电脑，就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充分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微课程学习。在微课程的教学辅
助下 [3]，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在课外时间进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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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学生需要了解一些相关课程的知识点，例如：电
机学知识、电力系统知识、数学知识等 [5]。有些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对学生进行相关课程知识的拓展，
导致学生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学习有很多盲
点，无法取得理想的学习成效。

2.3 部分高校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
在学习《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过程中，“实践”

是很重要的内容。部分高校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主要
表现在：一方面，有些教师在进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课程教学时，过于重视理论教学，忽略实践教学。而且，
在有限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只能初步接触实
践内容，很难真正做到每个学生动手实操，在这样的
“形式化”实践教学中，学生很难真正领会实操的精髓。
另一方面，有些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理解过于局限，认
为实践教学只能在校园内开展，没有注重联系校园外的
实践学习资源，导致学生对于一线的工程实践项目，缺
乏了解，没有相关的实操经验，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实操
能力，也不利于学生将来顺利地就业工作。

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微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3.1 融合实操型微课程  创新《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课程教学方法
高校在开展《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教学时，

要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呢？一方面，教师在进行《电力系
统继电保护》课程教学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说教式”
教学，教师可以将科普类知识制作成微课程，学生既可
以在课堂上观看，也可以在课堂外反复学习；另一方面，
教师在进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学时，如果涉
及一些实操，或者模具展示，教师不能因为教学条件的
限制，就放弃这些教学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
制作一些“实操型微课程”[6]。例如，在学习“变压器”
的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微课程来呈现变压器的结构，
以及变电站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让学生在图文并茂、
动画视频等类型的学习资源中，可以更好地理解变压器
的应用、变压器的保护。

3.2 引入重难点知识微课程  优化《电力系统继电
保护》课程教学设计
针对当前《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学设计上存

在的不合理问题，高校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改进：第一，
由于每个学生的基础不一样，教师在进行《电力系统继
电保护》课程教学时，根据学生们的学习反馈，制作
“重难点知识微课程”，便于学生在课堂以外的时间反复
学习、巩固重难点知识。比如说，在学习“瞬时电流速
断保护”的内容时，电流保护的原理示意图是教学中的
重点，也是学生理解这个知识的关键。这个时候，教师

就可以制作关于电流保护原理的相关微课程；第二，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内
涵，教师要积极拓展关联课程的知识点，如果担心课堂
上的时间有限，教师可以准备相关的微课程，例如：电
机学知识微课程、电力系统知识微课程、数学知识微课
程等，让学生在课堂以外的时间学习，加强学生对关联
课程的知识理解 [7]。

3.3 设计示范型微课程  完善《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课程实践教学
加强《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实践教学，是为了

更好地提升《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整体的教学质量。
要想完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从
这些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教师在进行《电力系统继电
保护》课程教学时，要注重“理论”结合“实践”，不能
忽视实践教学。根据现有的课时安排，教师要合理规划
实践教学的次数，争取让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实操的机
会。在实操的过程中，有些难度系数比较大的实操项目，
教师可以提前制作好“示范型微课程”，让学生在实操之
前先仔细观察教师的示范，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实践教学
的效率，还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吸收、消化高难
度的实操项目 [8]。另一方面，教师要打开自己的教学思
路，全面地理解实践教学的定义，不仅要注重校内的实
践教学，还要积极拓展校外的实践教学。比如说，教师
可以多带学生去一线工程的现场，参与一线工程的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合理地进行分工，安排一部分
学生用手机将工程实践中的重要环节、重要注意事项录
制下来，让这些实践中的视频材料成为学生今后学习的
宝贵素材。

4  结语

实践证明，微课程与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
程的融合，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学生带来了全
新的学习体验，深受学生群体的喜爱。需要注意的是，
作为新时期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在积极探索微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会借助微课程教学的优势，还要学
会科学地规避微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充分考虑到微
课程教学的片段化问题、分散性问题，加强微课程教学
的管理，关注学生在微课程教学中的学习成效，切实提
升高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的教学质量。

作者简介：徐国芃（1990.8—），男，内蒙古镶黄旗
人，助教，研究方向：机电一体化技术。
基金项目：2017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资助课题：

微课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实训中的应用（课题批准号
QN2017-12）。

【参考文献】

[1] 张涛，扎西顿珠，朱瑞金，等．新工科背景下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建设与改革 [J].黑龙江科学，2019（1）：22-24.
[2] 黄景光，叶元，翁汉琍，等．继电保护课程教材教学内容改革与分析 [J].高教学刊，2018（1）：79-81.
[3] 张涛．“好课”的教学目标功能定位及预设要求 [J].教学与管理，2016（16）：35-37.
[4] 吴立宝，康岫岩，张晓初．教学目标设计的要素分析 [J].教学与管理，2017（19）：1-3.
[5] 王美玲，刘伟，王波，等．电气专业“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改探索 [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6（2）：46-49.
[6] 熊炜，邹晓松，袁旭峰．项目驱动与“对分课堂”结合的发电厂电气部分理论教学探索 [J].课程教育研究，2018（7）：229-230.
[7] 杨尚霖，龚立娇，王宾．天盘学习法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J].教育现代化，2018（30）：78-81.
[8] 刘霞，姚建红，刘继承．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J].教育教学论坛，2018（35）：14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