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2 期） 

659  

职教探索 

提高中职电力拖动课程教学效果 
◆周承玮 

（惠州市技师学院  广东惠州  516001） 

 
摘要：电力拖动是大多数职业院校开设的一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也是

电气维修专业必开的一门集专业理论和技能训练于一体的课程。学生对

基础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掌握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在未来学习专业技

术知识的能力。本文通过教学经验，探讨分析中职学校电力拖动的课程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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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力拖动课程教学现状 
电力拖动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专业的一门专业课，

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要求都很高。由于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增加、
课时的相对减少，以前的教学方法不太适用现在的素质教育的要
求。以前的教学方式存在的主要弊端有：第一理论学习内容乏味，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对理论知识只是死记硬背，很难
达到活学活用的要求，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二，学生
做理论习题不能达到提高专业水平的目的。学生做作业没有实践
操作的机会，缺乏实际感受，很难提高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第
三，实习教学落伍，使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传统教学方法是理论
教学和实习教学要独立自主进行，学生理论学习不全面，到实习
时不能很好利用理论知识，也就不可能用理论来辅助实习训练。 

二、提高教学效果方法 
1.创新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1 夯实理论基础、规范基本操作  
良好的基本功是学好电力拖动课程的前提，规范基本操作是

学习、掌握实践操作技能的先决条件。每个课题都有它的规范性，
正如小学生入学时，老师先对学生进行笔姿、坐姿的训练，只有
先握好笔，规范写字姿势，才能写得好字，并提高写字的速度。
在教授电力拖动控制线路前，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常用电力拖
动控制线路要实现其功能都需要哪些必要的电器。如“低压开关、
熔断器、接触器、继电器”等低压电器。不但要明白这些电器的
工作原理、功能，还要知道其在电路图中所使用的代表符号。其
次，要能看懂电路图、接线图和布置图。尤其是在设计低压电器
布置图时，要充分考虑布线需要，尽量避免导线交叉，不好走线，
同时要照顾低压电器整体布置效果是否美观紧凑。再次，熟悉电
力拖动控制线路安装步骤和基本操作规范，养成良好的操作习
惯。  

1.2 理论联系实际，实施一体化教学模式  
专业理论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教学融为一体，采用一体化教

学模式，是保证电力拖动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专业理论教学是
技能训练教学的前提和基础，专业理论教学要为技能训练教学服
务。在电力拖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保证二者的有序、紧密衔接。
在进行技能训练教学之前要将技能训练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传
授给学生，要让学生知道我们即将进行的技能训练教学需要这些
专业理论知识，必须学好、学懂，否则将直接影响下一步的技能
训练效果。两者的教学地点最好选择在同一地点进行，最好放置
在实训车间、实训设备周边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两个教学过
程的有效衔接，充分保证教学效果。  

采用一体化的教学，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象
与抽象相结合、感性与理性相结合，使学生能够从形象事物中感
受抽象理论，用较短的时间理解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实际操作，
让理论知识渗透实践中，并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教学容
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讲授“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时，
首先，要让学生知道正反转控制线路主要用途是什么？最好让学
生亲眼目睹机床正转、反转的情形。其次，讲解正反转控制线路
图，通过线路图的讲解让学生知道电动机正传和反转是怎么实现
的。再次，根据电路图亲自动手接好电路。最后，接好电路后与
真实的电动机连接，通过按钮控制电动机正传和反转。整个教学

过程，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亲自动手，亲眼目睹自
己的劳动成果等一系列的教学过程，充分保证了教学效果。   

1.3 充分发挥产教结合优势，增强学习效果  
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为生产服务的技术人才。在培养过程

中，要充分联系企业生产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企
业要求的技术人才。职业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一
般都有自己的实习工厂，都具备一定的实践条件。职业院校要根
据学校的专业特点开发自己的定型产品，也可与工业企业合作加
工定型产品。在加工定型产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接触各种不同
类型的产品，从而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如在生产钢筋调直
切断机时，学校实习工厂可根据学校专业对产品各个部分进行分
解。变速箱部分交给机械加工专业学生完成；电气控制线路部分
交给维修电工专业学生完成；最后，整体组装任务交给机械维修
专业学生完成。一件定型产品可以同时让三个专业的学生参与进
来，这是非产教结合教学模式无法实现的。另外，产教结合不但
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可以为学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从而弥补二产专业办学成本高的问题。  

2.加大电力拖动教学软硬件投入 
2.1 硬件投入  
良好的硬件设备是保证良好的学习效果的必要条件。职业教

育不同于其他教育，职业教育是紧密联系企业生产实际的特长教
育。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是说，教师的水平再高，
如果没有实习设备也难以实现应有的教学效果。电力拖动课程教
学也是如此。“电”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真实的
实物很难想象“电”到底能干什么？只有借助一些实物，才能让
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能力。如“电”可以让电动机旋转，通过电
动机旋转带动生产机械运转，从而实现生产的目的。另外，在硬
件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调整电力拖动教学的教学计
划，组织学生到相关专业企业进行现场实践训练，将部分无法在
校内完成的课程搬到企业进行。这样不但解决了实训设备不足、
办学成本高的问题，还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2.2 软件投入  
教师是一切教学形式的组织实施者。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决

定着教育效果的好与坏。电力拖动课程的教师要有丰富的企业实
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多数职业学校的电力拖动教师，特别
是年轻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学校要想尽办法，为教师深入企
业、了解企业、感受企业创造条件。一方面，要建立教师企业轮
训制度，组织有关教师到优势企业锻炼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增强
企业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聘请企业的技术能手、能工巧匠
充当电力拖动课程的实训教师，以此作为教师企业实践经验不足
的补充，从而为保证电力拖动课程教学效果提供软件保障。  

结束语 
从电力拖动课程的特点、创新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加大软硬件投入等方面，对电力拖动课程的教学进行了论述，要
开好这门专业课、充分保障教学效果，还需要众多的教育工作者
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积极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善于创新，积极
创新，创造开发出更多的适合学生学习心理需要的新颖的教学形
式，培养出更多符合工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电气维修技能人才，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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