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电厂电气设备》课程建设思路 

 

《发电厂电气设备》课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掌握发

电厂电气设备及电气主接线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发电厂电气设备安装、电气值

班运行等岗位工作打下基础。 

按照“以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养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

等职业技能型人才”的人才培养思路，依据发电厂电气设备安装、电气值班运行等实际岗位

工作任务，以恩施天楼地枕水力发电厂实例工程为载体进行课程开发，基于发电厂实际工作

流程进行课程设计，充分体现教学过程的职业性、实践性。 

课程建设步骤如图１所示。 

 

图１  课程建设步骤示意图 

一、确定职业岗位 

结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广泛开展专业调研、课程调研，分析与本课程相关的发

电厂工作职业技能岗位。调研途径有：本专业历届毕业生就业岗位跟踪调查、深入发电生产

一线企业实地调研、收集发电厂及电力系统行业指导委员会信息、征求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意见等。 

通过以上调研和跟踪分析，确定与《发电厂电气设备》课程相关联的职业技能岗位有：

电气设备安装工、电气值班员等。 

二、分析职业能力 

聘请有经验的行业企业专家和课程小组成员共同分析电气设备安装工、电气值班员等职

业岗位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工作要求等。结合工作实际，根据岗位任职要求，

参照职业岗位对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分析确定职业岗位能力要求。 

电气设备安装工岗位能力要求：安装、调整变压器、隔离开关、断路器、互感器、避雷

器、母线等一次电气设备，达到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规定的要求。 

电气值班员岗位能力要求：操作、管理电气设备，监视、控制电气运行工况，保证设备

安全经济运行，向电网提供合格电能。 



三、归纳工作任务 

围绕本课程培养目标和电气设备安装工、电气值班员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全面分析学生

必须具备的职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归纳并提炼典型工作任务。考虑岗位能力迁移、

交叉、重复等实际，本课程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电气设备常规操作、配电装置布置、电气主接

线运行、电气设备选型等四个典型工作任务。 

四、选取课程内容 

以培养职业岗位能力为目标，紧紧围绕电气设备常规操作、配电装置布置、电气主接线

运行、电气设备选型等四个典型工作任务，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与四个典

型工作任务相关联的课程内容。遵循知识学习规律，合理构建八个学习性的专业知识学习情

景，注重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能力的培养。本课程主要选内容如表１所示。 

表 1    《发电厂电气设备》课程内容 

学习情景名称 主要课程内容 

学习情景 1  发电厂概况 发电厂的基本类型、特点、生产过程；电气设备及符号表示方法等。 

学习情景 2  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 
电力系统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中性点直接接地

等三种运行方式。 

学习情景 3  发电厂高压电气设备 

电弧及电气触头基本知识；高压熔断器、、断路器、隔离开关、电

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电力电容器、绝缘子及载流导体

等高压电气设备基本知识。 

学习情景 4  户内外配电装置 户内成套配电装置、户外配电装置基本知识。 

学习情景 5  发电厂电气主接线 电气主接线概念、电气主接线基本类型、厂用电接线等基本知识。 

学习情景 6  发电厂电气总布置 发电厂主变、主厂房、户内配电装置、户外开关站等布置方式等。 

学习情景 7  短路电流计算 
短路的概念、短路电流的计算程序及相关计算公式、三相短路电流

计算程序和方法等。 

学习情景 8  高压电气设备选型 
短路电流的发热及电动力计算、电气设备选择的一般条件、电气设

备校验的方法等。 

五、设计课程模式 

选取校外实习基地——湖北恩施天楼地枕水力发电厂实例工程为载体进行课程模式设

计。在企业共同参与下，以专业知识学习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以素质教育为目

标，基于发电厂实际生产工作过程进行整体课程设计，实现课程设计“五度融合”。如图２

所示。 



 

图２  课程设计“五度整合”示意图 

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融合 →→ 紧密联系职业岗位设置专业课程，根据电气设备安装

工、电气值班员等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开设专业课程，有利于课程体系优化，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专业教师与企业人员融合 →→ 由专业教师２名与企业人员１名组成课程建设小组，小

组成员之间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专业教师与企业人员共同制订课程培养目标、开发课程标

准、共同编写课程教材、共同实施课程教学，提高课程教学的实践性与职业性。 

课程内容与工作任务融合 →→ 根据发电厂中电气设备常规操作、配电装置布置、电气

主接线运行、电气设备选型等四个典型工作任务的能力要求，合理选取课程内容，避免课程

内容过于理论化、脱离实际，保证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学习情景与工作情景融合 →→ 课程中的八个学习情景与发电厂实际工作情景高度一

致，每个学习情景对应一个工程实例，工程实例都选自恩施天楼地枕水力发电厂工程资料，

做到课程内容不脱离工程实际。学习情景与工作情景融合，有利于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热情，

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缩短岗前培训环节，实现学习与工作无缝对接。 

课堂教室与实习基地融合 →→ 恩施天楼地枕水力发电厂校内外实习基地基本已形成

“厂中校”模式，校内供配电实训室基本已形成“校中厂”模式。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有利条

件，将课堂教室与实习基地融合，使学生感受真实的职业工作环境与职业工作氛围，树立岗

位责任意识和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六、组织教学过程 

本课程教学采用课堂教学、课内实训、综合实训、校外实习等多种教学形式同步展开。



专业知识学习与实践技能训练同步进行，形成“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专

业知识、职业能力、综合素质三方面同步提高。 

课堂教学采用校内教室授课形式，结合多媒体、视频等多信息化教学手段。遵循教育教

学规律，由浅入深讲解八个学习情景内容。按照完成工作任务的实际流程和顺序，组织课堂

教学。先学习发电厂中的各个电气设备，再学习发电厂中整体配电装置，最后学习发电厂电

气主系统。学习内容由单个到综合，专业知识层层递进、逐步提升。 

课内实训采用校内实训室现场单相技能训练形式，由校内供配电实训室提供训练场地。

学生根据同步课程内容，现场动手进行电气设备操作、接线等技能训练。通过对学生训练过

程和成果考核，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有利于专业知识到实践能力的转化，使理论教学和实践

技能训练有机融合。 

综合实训采用校内实训室现场综合实践训练形式，安排专门的综合实训周，完成综合实

训任务。综合实训内容结合恩施天楼地枕水力发电厂工程改造任务进行，根据该发电厂工程

改造要求对高压电气设备进行选型与计算。通过工程实例综合训练，使学生建立整体工程概

念，学习处理和解决实际工程任务的方法和程序，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校外实习结合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校外检修实习同步进行，校外检修实习在恩施天楼

地枕水力发电厂进行，为本课程教学进一步提供了有利的实践教学条件。学生在实习期间，

可以进一步巩固本课程学习情景的内容。将发电厂中的所有高压电气设备、配电装置、电气

主接线等主要课程内容进一步吸收和消化，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任务，同步提高职业

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