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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专

业课程，其教学效果会直接影响到电气类学生对后续课程的继续学习。

本文结合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对目前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课程的教学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实践

教学及考评机制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措施，进而为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应

用型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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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一门重要
的专业课，研究的是高电压强磁场下的绝缘问题、高电压试验问
题以及过电压防护问题[1-2]；同时，它还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工程
技术课程，电力系统中电气设备绝缘的设计、运行和检修工作中
都需要用到高压绝缘、高电压试验及过电压的相关内容[3-4]。本文
从民办高校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对本课程如何教学改革进行了探
讨，进而为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一、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课程难度大，学生遇难而退，丧失学习兴趣 
本课程以大学物理、电路原理、电力系统分析以及电磁场等

课程为基础，研究在高电压强磁场下的绝缘、高电压试验以及过
电压防护等问题[5]。课程知识面广、知识点多，不易抓住重点，
部分理论知识抽象难懂，占用课时较多，达 56 学时，致使学生
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生遇难而退，逐渐失去了学习兴趣。 

2.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过于被动，单一授课手段不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 

本课程传统授课方式是教师根据大纲要求规划分配好学时，
综合课本知识及课内试验，通过 PPT 讲授相关知识点，学生被
动地听课，参与度不高；学生按要求完成作业，考前突击背诵，
考试结束后不久，背诵过的知识点几乎就遗忘殆尽，更不用说用
来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创新更无从谈起。 

3.理论与实践脱节 
本课程的 56 学时全部为理论教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和实践

的联系较为薄弱，抽象难懂，无法在学生脑海中形成直观的认识；
且学生缺乏实践动手能力，不利于学生以后从事专业相关岗位的
工作或是进修深造。 

二、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基于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本课程进行适当

的教学改革，改革思路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改革思路 
1.应用多种教学方法 
采用讲授法、分组教学法、互动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

合，其目的是能够 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充分挖掘和激
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

能。加强综合练习，培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摆脱过分依赖老师
的现象。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基于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学习较为枯燥的现状，可增加现

代化的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板书和 PPT 相结合， 终实现教学
效果的提升。对无法现场参观的设备和装置，以及理论性强的知
识点，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借助图片、动画、视频等方式，
直观地展示原理、现象和实际的工程应用。 

3.增加实践教学 
培养学生使用电磁暂态仿真软件 ATP-EMTP 建立相关仿真

模型的能力，帮助理解电力系统过电压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
限制措施。如此一来既降低了理论课的枯燥乏味，又增强了直观
认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有
助于培养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4.改革考评机制 
改革前的考评机制中，平时成绩占比 40%，期末考试占比

60%，其中平时成绩包含出勤及作业完成情况的考核。 
改革后的考评机制变为平时成绩占比 30%，期末考试占比

50%，其余为实践环节考评，占比 20%，包含课堂分组讨论与实
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激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提升综合素质。 

三、结束语 
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属于一门理实一体化的课程，本文从民

办高校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对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对本课
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实践教学及考评机制方面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改革。本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
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终达到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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