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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电气"课程现代化教学改革探索 
张锐 

（河南工学院  453003） 

摘要：近年来，我国火电机组容量不断增大，电力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发电厂电气课程作为强电类专业的专业课程群，由

于教学内容复杂且实践性较强，学生普遍反映难以理解。本文在分析传统发电厂电气课程群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

发电厂电气课程群现代化教学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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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Modern Teaching Reform of "Power Plant Electrical" Course 

Zhang Rui 

（He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53003）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capacity of thermal power units in China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and the 

power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As a specialized basic course in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the power 

plant electrical course is generally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due to its complex teaching content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power plant electrical cours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rn teaching reform plan for the modern power plant electr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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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及电力企业发展需要，电力工

业已由传统单一的火力发电为主向多元经营、多种方式互补方向转

变。企业对技术、管理人才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满足国家电网公司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和创建国际一流电

网公司的要求，各大电力院校纷纷调整专业结构和优化课程体系。 

一、发电厂电气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发电厂电气课程一系列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

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还应该加强对知识的应用

能力和对生产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并能正确地运用所学到的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发电厂电气课程群主要内

容：发电机、变压器、高压输电线路；电力系统短路、过电压与过

电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发电厂电气部分的运行管理。本课

程群内容涉及发电与输电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在现代电力系统中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课程群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电力系统暂态运行

特性、分析与计算发电厂及电力系统各部分的静态特性、稳定性与

动态特性，为有关部门进行规划、设计及运行管理提供参考。本课

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要求学生通过对典型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及特

性进行分析和计算，掌握电力系统暂态稳定理论；熟悉电力系统各

部分结构，掌握相应电气设备和装置的运行原理及其维护方法；会

利用计算机进行简单设计。 

二、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发电厂电气课程是电气工程专业的重要课程，该课程与后续专

业课程密切相关。其理论性强、抽象，同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需

要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传统的教学方法是理

论讲授为主，实践操作为辅。这种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1）理

论知识难以理解 发电厂电气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学生

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其理论知识。虽然教师会在授课过程中以实例

引入知识点，但由于课时有限，学生仍不能充分理解该课程的理论

知识。2）实践能力难以提高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主要是以讲授为主，

学生参与度较低。由于学生没有实践经验，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难以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同时由于传统教学方式较枯燥、

乏味，学生参与度较低，导致其学习兴趣不高。3）教学效果难以保

障 传统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授课的难度，增加了授课

成本。由于传统教学方式与实践操作脱节，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无法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为了提

高发电厂电气课程教学质量，教师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方

法。实践证明，在充分发挥传统教学方法优点的基础上，引入现代

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发电厂电气课程内容安排得优化 

（一）突出教学重点 

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发电厂电气课程内容安排，是以培养学生能

力为目的，适应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要突出重点。教材编写的

指导思想是“面向生产，面向现场”。突出重点是正确处理好重点与

非重点的关系，在教材内容选择上，必须把有利于突出教学重点作

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教材编写过程中要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目

的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既要照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又要考

虑到本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需要。一般是在新修课程

开始时，结合“专业基础课”课程改革目标进行必要的取舍；随着

教学内容和经验的积累和拓展，应对新修课程的内容作适当调整。

在新修课程内容的安排上要注意突出重点。对发电厂电气专业中必

须掌握或了解的基本理论知识要系统地、全面地讲授，一般以必修

课为宜；对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操作要深入、细致地讲授，以选修

课为宜。对选讲、选修课的教学内容也应适当处理。可以由学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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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组织相关教师开设选修课。选修课是为选修课提供必需的专

业知识，可由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爱好选择学习；选修课是为学生

创造更多实践机会、提高动手能力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二）优化学时分配 

在发电厂电气课程的内容安排中，学时分配有两个原则：一是

应坚持“多层次、少学时”的原则，在保证课堂讲授内容的基础上，

适当减少理论讲授学时数。因为理论教学必须有一定的实践环节才

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发电厂电气课程是电力系统中应用 广、

内容 多的专业，在理论教学时应增加学生实际动手操作内容的比

例，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加强实践环节。实践环

节主要包括电力系统分析、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电气主接线、

电气二次回路等。一般情况下，这些内容都应安排在理论课学时之

内进行讲授。二是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一些有重要

应用价值和较高理论水平的内容应适当增加学时数。例如，在介绍

电力系统运行方式时，要根据电力系统负荷预测情况有计划地增加

课程的学习内容；在介绍电气二次回路时要考虑到目前变电站综合

自动化系统普遍采用网络结构和设备布置，增加对二次回路原理和

技术的学习。这样安排不仅可以使理论教学符合培养高层次技术人

才的要求，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四、新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引入 

随着科技的发展，发电电气课程教学手段也越来越多。1）视频

教学。目前有很多高校都在使用视频教学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种

方式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使学生容易理解。由于

视频具有生动形象、交互性强等优点，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热情。2）小组讨论。在发电电气课程中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是比较

抽象的，需要通过小组讨论才能理解。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学生

都是以被动学习为主，并不能很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小组讨论就能很好地激发他们学习这门课的积极

性了。3）多媒体演示。通过多媒体技术把文字、动画、音频、视频

等形式进行综合运用，可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与热情。 

五、发电厂电气课程教学环节的优化 

（一）模型样本的选取 

教学模型样本的选取，应充分考虑理论分析与实验设计的合理

性。选择实验设计时，应力求全面、典型。依据电气工程学科特点，

教学模型样本应以模拟实际工程为基础，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模型与

实际电气工程的对比和联系，使学生认识到理论知识在工程应用中

的重要作用。因此，选取的电气工程相关实验样本应具有代表性和

典型性，可通过对比分析和综合判断来选择典型的教学模型样本。

以发电厂电气课程为例，该课程中涉及线路部分，主要包括送电线

路、变配电所；发电机部分，主要包括发电机及其附属设备；电动

机部分，主要包括电动机及其附属设备；厂用电部分，主要包括厂

用电系统。考虑到实际教学过程中难以按照传统方式将每一部分单

独拿出来做实验，教师以一条典型的送电线路和一台发电机作为一

个整体来进行教学。在课前应先讲解典型送电线路的基本结构以及

故障情况下的保护方式，并模拟实际情况进行实验操作。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判断。 

（二）实践教学环节的优化 

调整实验课程教学内容，加强专业设计性实验的比例。第一，

通过理论、设计等多个方面共同参与的综合设计实验，培养学生综

合应用知识能力；第二，通过在实验室里完成综合设计性实验，使

学生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本课程必须具备的基本思想；第三，

在实验过程中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让学生参与设计性实验软件

的开发、设计和维护等工作。 

发电厂电气课程中电气一次部分涉及很多新知识、新技术，为

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高校应增加设备和仪器检修方面的

实习内容。通过对发电机定子线圈和开关检修、发电机二次部分检

修等内容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了一些新知识、新技术。通过

这些实践内容可以让学生从多角度、全方位了解生产设备及技术的

发展。此外，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应注意对实践教学环节进行

优化调整。 

（三）理论教学环节的优化 

电力系统一次系统是所有电工的基础，在后续章节的学习中起到

承上启下的作用。继电保护与自动装置是电力系统运行中 重要的部

分，其作用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可以发现设备故障并及时排除，所以

继电保护与自动装置一直都是发电厂电气课程学习中的重点。同时，

随着现代电力系统容量和电压等级越来越高，继电保护与自动装置也

要有相应的发展，例如高压直流输电、直流换流站等。因此，优化课

程理论教学内容，应将重点放在高压直流输电以及换流站上。首先，

采取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具有直观、

形象、生动、信息量大等特点。如在讲解变压器的相关知识时，可以

将变压器等效为一只猫。这样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变压器的作用以及

工作原理，并可以通过多媒体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相关知识。其次，

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如讲变压器绕组时可采用图片讲解法；当

讲到变压器铁芯饱和时可采用形象记忆法；当讲到三相四线制中每相

元件有两个开关时可采用归纳记忆法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主要从事火电厂电气运行、

管理工作，这就要求毕业生必须具备电气系统的运行知识和技能，

掌握并能灵活运用。教师必须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结合当前

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理念，重新构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通过对

课程进行精心的组织、设计，使其内容更加贴近生产实际，同时在

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工程实际能力，

为企业输送更多的电气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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