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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发电厂电气部分》 
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探索 

何习佳 

（荆楚理工学院  湖北荆门  448000） 

摘要：《发电厂电气部分》课程是荆楚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程，课程内容多，与生产实际联系

密切，是电力网络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本文提出将思政教育融入到《发电厂电气部分》专

业课程教学中，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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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当代

大学生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西方各种消极、不健

康和反动的意识形态不断的通过各种形式冲击着年轻人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大学阶段又是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与

发展的至关重要时期，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源源不断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凝聚人才、培育人才、输送人才。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程度越发凸显。 

现实的课程教学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将识传授、价值塑造

和能力培养三者进行了割裂，课程思政就是对这三者重新统一的一

种回归。要求教师要在教学中将专业技能知识的传授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创新创业精神，工匠精神及电气工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

起，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充满作为电力人的自豪感，树立

为我国电气事业发展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二、《发电厂电气部分》课程特点 

该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主要讲述

发电厂变电所的主接线形式及应用范围，电气一、二次设备的功能、

型号及选择方法，发电厂变电所的布置及运行维护。其课程有如下

特点： 

1、多学科的融合与贯通 

发电厂电气部分是电路、高等数学、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

系统分析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等多学科的融合和贯通，同时又是各

学科知识的实际应用。 

 
图 1  发电厂电气部分与各学科关系 

2、近工程实际 

发电厂电气部分课程注重工程实际，主要讲授发电厂变电所主

接线；电力系统的运行维护和厂站的控制与信号系统。其前后内容

联系不强。如主接线设计中断路器、隔离开关等电气设备选用与配

合，单一从设计手册和课本难以理解，需要依托工程实际的现场经

验，才能选择出既符合工程要求，有经济合理的主接线方案。 

 
图 2    发电厂电气部分内容 

2、内容分散、前后联系不强 

该课程主要讲述载流导体的发热和电动力； 灭弧原理及主要

开关电器；电气主接线及设计；厂用电接线及设计；导体和电气设

备的原理与选择；配电装置 ；发电厂和变电站的控制与信号，其

内容分散，前后关联性不强。 

3、学科跨度大，公式量多，容易混淆 

载流导体的发热和电动力中，涉及到热学，电磁学、力学等学

科的知识，灭弧原理中涉及到粒子学、电路分析、和高等数学等学

科跨度大，公式多，学生基础不好使容易混淆，学习难度大。 

4、实践教学条件要求高 

作为研究对象的输变电系统，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电压等级

高，电流强度大，安保防护措施要求非常高，所以输变电企业，一

般不可能接纳学生进入变电站或发电厂实习或实训。另外，为保障

供电的可靠性，进入变电站的学生，除了参观以外，根本不可能实

际操作任何开关和按钮，不可能观察到电力系统异常运行的现象和

特点，也无法进行分析计算等；真实的变电站，特别是高电压等级

变电站的建设费耗资巨大，高校不可能，独立建设真实的高电压等

级的变电站。因此，必须借助于仿真平台，弥补实践教学条件的不

足。 

三、课程思政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实施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指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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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教育部也发文指

出：大力推动“课程思政”的 教学改革，梳理专业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教育元素及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实现思政教育与知识体系教 

育的有机统一[2]。所以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坚持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结合，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发电厂

电气部分课程教学全过程。以专业授课解惑为主干，通过课堂教学、

实验教学和和仿真教学， 完成学生对电力系统的了解，以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为根系，将将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电力系统发展史、 

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职业道德与职业理论、科学方法与生态文明

融入教学中，建立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与专业授课相结合的教学思

路。采用思政育德与专业授课相结合， 课堂讲学、实验教学，仿

真教学和参观讨论相结合的丰富灵活授课方法，制定育德育才、行

之有效的发电厂电气部分教学方案。 

四、课程思政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实施措施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本课程主要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分为电气

主接线的设计、电力系统运行维护和发电厂变电所信号与系统三条

主线，采用项目目标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在完成教学目标中将思

政元素融入到教学中，具体方法如下： 

1、电气主接线设计 

教学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负荷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设计满

足可靠性、灵活性及经济性的主接线方案。 

课程思政融入点：在分析主接线方式时引入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的接线形式，引导学生分析在突发大规模疫情时，党和国家把人民

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

对比疫情期间西方国家的做法，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作为中国人

的自豪感，增强学生家国情怀。 

授课方式：采用仿真教学的授课方式，通过学生对设计对象的

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多个备选方案的研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提升多学科背景下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 

预期达成目标：通过对电力系统的电路设计、电力输送线路构

成，掌握各种主接线方案的构成，特点及适用范围， 树立学习电

力系统的正确价值观，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踏实求学态度，树

立毕业后进为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决心。 

2、电力系统运行维护 

教学目标：发电厂和变电所一次系统及一次设备的结构，特点

及功能，掌握一次设备在运行中的异常现象及故障时现象，掌握发

电、输电和配电系统的运行维护项目， 

课程思政融入点：在讲述电气设备时介绍从我国电力系统及电

气设备制造的发展史，从建国初期我国电力工业的落后状况到目前

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发展过程，同时提出现阶段电力工业亟待

解决的问题，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结合环境保护理念建立电力系统

输送线路，电厂的设备及运营做到截污减排；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 

授课方式：采用研讨式授课方式，对于站内一次设备、二次设

备以及关联电网的描述，模拟了变电站的工作环境。运行人员可以

针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对虚拟站内设备进行各种操作、观察，可以达

到对厂站内设备熟悉、对规程加深理解。 

预期达成目标：熟练地掌握变电站的巡视、操作，提高正确判

断、排除各种异常和故障的能力等。并通过各种故障判断和分析的

反复培训，提高对变电站运行的综合操作、控制和反事故能力，提

高电力系统专业素养，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踏踏实实求

学，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职业素养。 

3、发电厂变电所信号与系统 

教学目标：掌握发电厂和变电所的信号类型及信号形式，能看

懂和设计二次控制系统。 

课程思政融入点：在讲述控制与信号系统时，分析我国变电所

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的发展历程，强调计算机技术，信号与系统

技术等多学科的融入的重要性。 

授课方式：采用图片教学+案例教学+多媒体的授课方式，展现

变电站所有设备，包括变电站正常、异常、事故工况下的现象和声

音等现场所有场景，在时间、空间上极其逼真地仿真设备的正常与

异常状态，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预期达成目标：通过发电厂变电所信号系统及备用电源自动切

换系统等的了解，是学生掌握二次系统的重要性，加强对团队协作

精神的理解，培养学生求实务真，开拓创新精神。 

五、结束语 

在当前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风云变幻，各种社会思潮观念激

烈交锋的背景下，专业课程教学中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教书育人，为学生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抵制各种错误

思潮、错误言论对学生的危害，融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于一体，培

养具有家国意识的电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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