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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电力工程基础》的课程特点，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

面对课程教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探索，并深入探讨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运用讲授、讨论和启

发相结合的课堂教学形式，引入工程案例分析，发挥传统教学方式和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等问题。

通过教学实践，该教学改革已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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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电力工程基础》是电气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

础课程。该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和实用性很强的课程，

课程内容既包括供配电系统设计中的很多计算方法

和公式，又涉及到一些实际供配电系统元件的选择

和维护问题，在讲授过程中，往往还加入常用的供

配电营运标准和相应的准则，部分知识点甚至可以

展开成一门独立的课程进行讲授。课程内容涵盖面

广、信息量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使教师在讲授和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进

行课程教学的改革显得十分必要
[1,2]

。 

二、“电力工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方案 

（一）教学目标的改革 

1.知识目标：掌握供电系统相关基础概念和理

论；掌握电力负荷的计算；掌握供电一次系统的常

用设备，包括分类、符号表示、用途和注意事项等；

掌握短路电流的计算及校验；掌握工厂电力线路的

接线方式；掌握电气安全。 

2.能力目标：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

够掌握电力系统的基本原理、工程设计方法和运行

管理知识；具有对工厂供电系统的操作维护和管理

能力；具有解决供电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电气自

动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操作、维护的能力。 

3.素质目标：树立电气安全意识，“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是电力生产的依托；培养学生根据所学

理论知识，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树

立团队意识和互相配合的良好工作作风；培养学生

敢于创新、积极探索的精神；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的合理删减和模块化设计 

我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首先选择应用性更强，

更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教材，并根据最新修订的培

养方案，在充分考虑课程内容与前续和后续课程相

互联系的基础上，设置了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的内

容，删减了前续课程中（如《电路原理》）已经讲授

过的内容，简单介绍后续课程（如《继电保护与自

动控制》）中继续学习的内容。 

此外，根据知识的特点和相互联系，对教学内

容进行了模块化设计，将课程分为四个模块，具体

为：第一模块为电力系统的一些基础性知识点，如

电力负荷的概念、分级和计算，以及短路电流的计

算等；第二模块主要为电力系统的一次部分，主要

包括高低压一次设备，工厂电力线路的接线方式，

常用的变压器等；第三模块的内容主要为电力系统

的二次部分，这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内容，包括继电

保护、控制与信号回路和二次主接线图；第四模块

主要为电气安全与电能节约，包括安全用电常识、

电气接地、防雷以及无功功率补偿。通过课程的模

块化划分，可以使知识点不再零散，而更有系统性，

更有利于教学和学习。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1.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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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基础”实施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具

体为：首先是学习内容的分层设计即对模块化设计

的教学内容进行分层，简单基础的内容由学生自主

学习完成，相应的难点和重点内容以课堂讲授和讨

论启发为主；其次是对于学习先后顺序的安排，由

先学后教代替传统的先教后学，充分发挥学生自主

学习的主体作用；再次是学习形式的调整，改变传

统的教师主导的课堂讲解传授和课后学生通过复习

和作业进行知识内化的教学形式，充分运用学生课

前自主学习和课上进行知识深化、内化的教学形式，

最后是根据工科学生的特点，教学中强化与实际问

题的结合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适当弱化相应理论的

推导分析。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

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充分发挥他们在学习中的主

体作用，进一步提升课程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2.运用讲授、讨论和启发相结合的课堂教学形

式，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对于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教师要进行详细的讲授，

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问

题意识的培养，改变学生以教师和书本为中心，而

不善于自我思考的惰性，通过问题的设置和引导，

启发学生进行思考
[3]
。要适时安排一些讨论的环节，

分组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每名同学都可以表达自

己的观点，学生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启发，教师在

这个过程中要进行思路和方法引导，重视知识内容

的启发，最后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 

3.引入工程案例分析，提升课程教学的应用性

和针对性 

对于工科学生来说，单纯的专业理论传授难免

会显得枯燥、乏味，也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专

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因此工程案例在教学中的引入

显得相当必要
[4]
。在教学中，结合专业知识适当引入

一些实际工程案例，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与课堂讲

授的知识点相对应，通过案例分析来对知识点进行

讲授和引导，并将学生带入工作后的职业角色，从

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授导线截面选择的时候，有很多种选择

方法，那么实际在进行导线选择的时候，究竟应该

按照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选择呢，可以用实际选择导

线的案例进行分析引导，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总结

并掌握选择的方法。再如，在介绍高低压设备的选

择和使用以及应注意的问题时，可以引入实拍的高

低压设备教学片，让学生边观看边分析，然后结合

相关知识进行讲解，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深入理

解的效果。灵活运用工程案例分析法，可以强化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角色意识，有效提升课程教学的应

用性和针对性。 

4.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丰富教学的手段 

对于一些涉及动态过程的内容，如常用的电器

设备及其内部构造，电力设备的现场工作状态，电

弧的产生熄灭过程，还有一些器件的工作原理等内

容，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通过直观、形象的视觉

冲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电力工程基础》课程的考核拟采取N+2考核模

式，“N”包括课堂表现、小组讨论、实践环节、作

业、阶段测试、自主学习等，2”包括期末考试和学

习笔记，该考核方式注重平时的过程考核，改变了

“一考定终身”的传统做法，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提供了相适应的考核方式，使考核方式更为全面、

科学、合理，从而推进素质教育和以学生为本的教

学改革。期末试卷要求按照课程的考试大纲进行内

容考核，突出综合能力应用，难度题量要适宜、题

型要全面，不可通篇一种题型，根据专业特点和改

革要求，题型要多设计类和主观类，少客观和死记

硬背类题型，重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考核。 

三、结语 

《电力工程基础》这门课程知识点零散、涉及

面广和与实际联系密切的特点，对于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都有难度，通过对课程的教学改革，课程教

学目标更加清晰合理，教学内容进一步优化，考核

更加全面、合理和准确，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实践中

产生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学习学生不仅积累了

扎实的专业素养，也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锻炼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科学探究的能力，具备了

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工程素养，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

将来就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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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ndmentals of electric engineering course, this paper does som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objectives,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ssessment 
methods etc. Some questions are thoroughly discussed such as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combining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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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mand analysis of ESP a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emand as a 
precondition for analyzing demand analysis of ESP courses, the ESP course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employing units’ demand of graduates from media univcersitie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mploying 
units’ demand of the graduates’ professional English, and an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proposes the 
ESP cours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atisfying the employing units’ demand. It aims to provide a research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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