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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热力发电厂”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系统性强、实践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在教

学信息化和发电厂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授课模式已经与课程教学需求不相适应。为了改善教学效果，

本文基于热力发电厂的发展现状，按照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结合实际教学资源与现状对热力发电

厂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优化了课程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实践证明改革有

显著成效，提高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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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发电厂”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核心专

业课，是一门理论性强、知识面广、综合性强、实践要求
高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反映的学习难度大、及格率偏低
的专业课程之一。在教学信息化和发电厂飞速发展的背景
下，针对“热力发电厂”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了“1+2”
教学改革模式，从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
学手段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对“热力发电厂”课程传统教学
模式进行了改革与实践。 

1  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 

针对热力发电厂课程内容繁多、教材内容宽泛的问
题，进行了教学内容改革。为保证课程建设的科学性[1]，
课题组首先对本专业设置的各门课程、所设课程的内容、
课程体系及各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详细地摸底调
查。我校能动专业设有介绍发电厂主要设备的相关课程，
如锅炉、换热器、汽轮机原理等，其中“锅炉原理”课程
主要讲授锅炉本体及其相关系统，内容主要介绍锅侧汽水
系统、炉侧燃烧系统以及与锅、炉相关的其他辅助系统；
“汽轮机原理”课程讲授汽轮机本体；供热工程课程热源
部分会进行热负荷和载热质介绍。鉴于此，课题组结合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避免同一内容重复讲，同时
解决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的问题，本着提高课堂效率的原
则，对“热力发电厂”教学内容进行了凝炼精选。确定我
校“热力发电厂”课程内容以发电厂汽水系统为主，侧重
热力发电厂的热经济性研究。 

2  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热力发电厂”课程改革的目标是通过课程学习，使
学生在理论基础和学习能力上得到提升。为了培养理论功
底扎实的应用型人才，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课题组对课
程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提出理论与实践教学相交叉的热力
发电厂课程“1+2”教学模式，即培养方案中设置“热力
发电厂”课程的“1+2”教学环节，其中“1”指 1 个理论
教学环节，即 1 门理论课，热力发电厂 40 学时；“2”指
2 个实践教学环节，即 1 周的课程设计，2 周的发电厂运
行仿真实训，并将课程确定的教学内容合理地在各个教学
环节中进行分配。 

2.1  课堂教学 
“热力发电厂”课堂教学为 40 学时的理论授课。理

论课程教学的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热力

发电厂的历史和现状，掌握热力发电厂的基本理论知识，
能够应用相关知识和理论对热力发电厂热力系统及各子
系统的经济性和安全性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措施，为学生
从事热力发电厂设计、安装、运行、试验和检修工作奠定
基础。理论课主要讲授热力发电厂的基础理论、主要热力
设备及关键热力系统三方面内容，“以原理—设备—系统”
为主线，重点介绍热力发电厂的热功转换原理、发电厂动
力循环基础、热经济性评价方法以及各重要的热力发电厂
设备及系统等主要内容。课程讲授紧贴主线，从基础理论
到工程应用、从局部系统到电厂整体，将零散的知识点系
统化、有序化，逻辑化，将专业基础课和相关专业课的知
识有机融合，形成系统的整体，夯实理论基础。 

2.2  课程设计 
“热力发电厂”课程设计时间为 1 周，是学生在完成

“热力发电厂”课程之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实践
环节。学生通过课程设计巩固已学的专业知识，学会综合
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与设计方法分析与解决热力发电厂
实际问题，初步培养和训练学生工程设计和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我校“热力发电厂”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是
对发电厂原则性热力系统方案进行设计，并核算该方案下
电厂的热经济指标，要求学生设计热力发电厂不同的系统
方案，并对所设计的系统方案进行对比和优选，通过设计
原则性热力系统方案、计算关键热指标和对比不同方案的
热经济性加深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课程设
计环节是对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的深化，课堂教学阶段学生
主要是听讲、理解、识图，而课程设计阶段学生要做到设
计、计算、绘图。通过课程设计，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热力发电厂的理论知识，对系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2.3  仿真实训 
尽管通过理论教学和课程设计，学生对于“热力发电

厂”的系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但电厂的高风险和运
行不可逆性[2]，使得“热力发电厂”的实习只能停留在参
观层面。而随着热力发电厂的发展，现代化大型机组的自
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为了保证高效、安全、经济地连续生
产运行，需要运行人员具有高素质的专业素养。能源与动
力工程专业传统教学遇到新的挑战，培养理论知识扎实、
业务精炼、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成为人才
培养的重要目标。但是电厂是安全生产级别很高的企业，
学生实习只能参观，不能实际操作，缺乏对电厂系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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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深入认识。因此，为了全面提高我校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升“热力发电厂”课程学习效果，我校引进 300MW 热
电厂虚拟仿真机，通过 2 周的发电厂虚拟仿真运行实验，
学生对复杂的电站汽水系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仿真
机上实践电厂运行的全过程，自己设计自己操作，增加了
学习兴趣，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创新思维得到锻炼，专
业素养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两个学年的教学跟踪和统计，“热力发电厂”课
程的“1+2”理论与实践交叉的教学模式运行效果良好，
相对于以前单纯的课堂教学来讲，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动手能力，同时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 

3  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传统的“热力发电厂”课程教学在时间、空间、教学
方式上均缺乏张力，从时间上看，课堂引导不够，学生学
习仅限于上课期间，课后不复习、不回味；空间上，课程
缺乏让学生举一反三的空间，学生没有学习兴趣，被动接
受知识；教学内容上，受学时所限，仅讲授课本知识，缺
乏延伸与拓展。鉴于此，为了打破传统的“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材为中心、以讲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3]，
自 2017 年以来课题组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推动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充分利用课前、课中、课后的时间，
引导学生自主学、深度学、拓展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教学过程的参与度。 

“热力发电厂”课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借助互联网
构建线上线下互通，课前、课中、课后相结合的师生互动
教学模式。通过课前预习，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课前预习材料以预习短片形式发布，预习
短片由任课教师提前录制，采用问题导入或者实际案例的
方法，提出问题—导入原理—埋下伏笔。课堂上任课教师
运用“启发式”教学，有意识地去设置不同的答案让学生
分析，给予适当地引导帮助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
时课堂上老师会对课程的重、难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讲
解，加深学生学习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热力发电厂”课程改革中，进行了课程重要内容的
微课化，即课堂上相对独立、完整、重要的知识点录制成
10~15 分钟的小微课视频，课后传到学习平台供学生课后
复习用，学生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在学习平台与老师交
流，老师及时给予指导。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证明，该
方法有效地调动了学生课程学习的主动性，养成了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良好习惯，课程学习效果也有了明显提升。 

4  考核方式创新与实践 

考试改革是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热力发电厂”
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从考试定位、考试方式、考试内容、

考核评定、考试总结等各环节对“热力发电厂”课程传统
考核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传统考试模式仍停留在考试记
忆，而不是评测学生高层次的思维和能力，考试没有真正
起到促进教师教和督促学生学的作用。因此，针对“热力
发电厂”的课程特点，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加强过程控制，
提出了集中式与分散式考试相结合、平时测验与学期末考
试相结合、专业基础知识和综合应用能力相结合的多元评
价考核模式。制订“热力发电厂”课程考试大纲，对考试
目的、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学习要求等作了要求，同时
重点指出考核知识点，给出各部分内容的考核要求，明确
需要识记的概念，需要领会的理论以及需要理解和应用的
内容。 

考试形式由期末单一的笔试改为平时考查、阶段性测
试、专业知识考核、专业能力考核四部分。平时考核占
10%，重点考查学生学习态度，根据学习平台预习、复习
情况，结合上课表现、平时作业等进行成绩量化；阶段性
测试占 20~30%，主要用来检查学生课堂学习的效果，分
多次进行，按加权平均成绩给出最终阶段测试成绩；专业
基础知识采用机考方式，占总成绩的 40~50%，重点考查
学生对“热力发电厂”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
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构建了考试数据库，随机组卷进
行考试，有效地避免了考试作弊；期末专业能力测试占
20~30%，为综合能力测试，主要以案例分析、综合思考、
创新设计、分析综述等探究性、开放型试题为主，采用闭
卷、开卷、笔试、答辩等不同形式组合进行，主要考查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促进学生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两学期的实践，尽管受
疫情影响网上课堂效果较线下课程差，但通过了解考试大
纲、明确学习目标、多次平时测验等方法增强了学生对课
程的学习理解，加强了基础知识和理论的应用，考试及格
率达到 98%以上，效果良好。 

5  结语 

“热力发电厂”课程改革对于提高能源与动力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工科专业课程教育的改革和创

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提出的热力发电厂课程改革模式

经过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两个学期的实践证明，课程

改革效果良好，学生能力得到了提高，该模式可以为相关

专业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徐峰（1978.1——），女，山西五台人，

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清洁供热。 
基 金 项 目 ： 2018 年 校 重 点 教 研 基 金 项 目

（2018JY0008）；2020 年校重点招标项目（2020JY005）。
 

【参考文献】 
[1] 丁晓蔚．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课程建设：主要症结与改革走向[J]．江苏高教，2020（4）：41-44. 
[2] 赵媛媛，王进仕，王桂芳，等．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实践[J]．实验室科学，2021，24（2）：140-144. 
[3] 任军，杨恒山，于洪涛，等．混合式课程改革的路径及其成效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0，30（6）：61-65. 
[4] 徐峰，孙勇，田亚男，等．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工科专业课程考核模式探究[J]．教育与学习，2020，2（10）：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