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6), 1351-135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18  

文章引用: 熊国江. “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6): 1351-1357.  
DOI: 10.12677/ces.2022.106218 

 
 

“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熊国江 

贵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2年5月8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22日 

 
 

 
摘  要 

育人先育德，如何将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元素相结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目前高校课程改革的重

要环节。本文针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继电保护原理》，建立了以“知识传授与立德

树人协同”为目标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贯穿于《继电保护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评价考核方式以及科教融合全过程闭环教学实践中。然后以两个思政素材为例，设计了

思政元素融入导出的教学案例，实现了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的高度统一。最后探讨了基于持续改进理念

的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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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combine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virtue and tal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curricu-
lum reform in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aiming at the course “Principles of Relay Protection”,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ts automation major, we establish a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attern with the goal of “the synerg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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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al educating”, and p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whole closed-loop 
processe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ways as well as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n, two materials are used as examples to 
design a teaching case with input and export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hich can realize the high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moral educating. Finally, the curri-
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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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等学校作为输送人才的

主要摇篮，培育的不仅是国家社会的建设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者。2017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为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指明方向。

《意见》中提出，要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此种背景下，深化高等院校课程思

政改革，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甚为关键。 
过去，高校主要通过设立独立的思政必修课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然而，在立德

树人的要求下，仅通过开设“思政课”谈思政是不够的。如何根植思政理念，提高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协同关系，广泛挖掘各科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将思政教育深入贯彻在各科课程教

学实践全过程中，培养出具有扎实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行优良的学生，做到全方位育人，是新时代高校教

学的又一大挑战和革新[1] [2]。 
《继电保护原理》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实现线路、

变压器、发电机等电力系统元件的继电保护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整定计算等方面的内容，具有专业

性强、涉及学科知识广、与工程实际联系十分紧密的特点[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作为典型的工科

专业，其人才培养与人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差异较大，大部分课程内容涵盖基于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

更加注重理性思维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此种背景下，仅凭单独的思想政治课程很难实现全方位课程育人。

对此，本文针对《继电保护原理》课程，论述了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协同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方法。

该模式将思政元素贯穿于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考核方式以及科教融合全过程闭环

教学实践中，并以两个思政素材为例，设计思政元素融入导出教学案例，以改进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思政

隐形教育的教学模式。最后，探讨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改进机制。 

2. 课程思政内涵与意义 

过去的思政教育完全依靠独立的课程、专业的教师团队传递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专业课程的教学仅

涉及专业知识的传授，两者各司其职，相互独立。这一现象在工科专业的教学中尤为明显。工科专业课

程，如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继电保护原理》应用性强，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实践应用，

但传统教学过程中与思政教育关联性稍弱，从而形成了壁垒分明的教学弊端。然而，随着电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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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和我国在全球地位的变化，我国对符合国情需要的新时代电力人才的需求日益剧增。课程思政是

促进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方法。以“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协同”为目标的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是在原有知识传授培育专业人才的基础上，通过将思政元素贯穿于全过程闭环教学实践中，启发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思想价值观，实现协同育人的教学改革。 
以“知识传授和立德树人协同”为目标的《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思政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国家使命层面来看，《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有利于高校完成党和国家对高校教

育的要求。高等学校肩负着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培育的不仅是国家社会的建设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后继者。第二，从高校教育层面来看，打破了各类课程之间的壁垒，实现了专业课程和思政

课程的有机整合。以“知识传授和立德树人协同”为目标的课程思政的实施，将有助于两者的相辅相成，

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第三，从学生个人层面来看，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自觉将党和国

家要求同个人追求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学生个人未来的长远发展。通过“润物无声”隐性思政的教育，

高校学生更能够接受符合国家社会需求的思政教育，实现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的同向同行。 
综上所述，以“知识传授和立德树人协同”为目标的《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3.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继电保护原理》及相关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育全方位发展的电力专

业人才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强化理论与实际相

辅相成的科学观，遵循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辩证观，从而全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基于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协同的课程思政建设思路，结合《继电保护原理》课程与工程实际结合密

切的特点，将思政教育全方位贯穿于课程全过程闭环教学实践中，同时将科研成果转换为教学内容，通

过科教融合实现知识技能与立德树人高度协同，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attern 
图 1. 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模式 
 

1) 课程目标高度统一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过去，《继电保护原理》以完成专业知识积累和能力培

养为课程目标。在上述目标基础上，增加第三个课程目标，即思政目标，深化课程思政的教育，充分体

现“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18


熊国江 

 

 

DOI: 10.12677/ces.2022.106218 1354 创新教育研究 
 

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的教育理念，达成思政教育的隐性课程目标。例如，“对继电保护的基本要

求”小节原来的课程目标包括两层：a) 知识目标：掌握继电保护的四个基本要求，理解不同基本要求之

间的统一性和矛盾性；b) 能力目标：能够在继电保护整定过程中对四个基本要求进行评价，并实现协调。

在此基础上，增加第三层课程目标，即思政目标：c) 培养学生正确认识事物矛盾与统一的辩证观，以及

事物的矛盾与统一是不断变化的发展观。 
2) 教学内容延伸融合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在《继电保护原理》的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授专业

知识，还需要结合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理工科专业特点，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理论成果以及学生未来所从事工作的职业素养要求等融入课程内容中，引导学生正

确地认识世界，厚植爱党热情和爱国情怀，牢筑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例如，在绪论部分“继电保护发

展简史”的教学过程中，延伸介绍贵州电网发展史以及电力人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故事。充分发挥课堂“主

渠道”作用，强化学生对“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思考和理解。再如，在“故

障状态及其危害”的教学中，以典型故障为案例，帮助学生认识到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在保障国家电力安

全稳定运行乃至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地位，激励学生一定要掌握过硬本领，勇于担

当，培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与责任感。 
3) 教学方法融会贯通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继电保护原理》课程立足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成

果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开展教学工作。基于该教育模式，需以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果作为教育教学目标，通

过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度和能动性。例如，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如中国大学

MOOC、91 速课、超星等线上资源，结合线下课堂讲授，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的突出优点，

阐明重点和难点，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又如，为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采用“翻转课堂”

教学方法提前让学生学习并准备课堂教学内容，并在课堂里向其他同学讲授本节知识点内容，分享自己

的学习心得感想，最后教师再进行点评、补充和总结，从而强化学生对该节课程知识点的掌握，提升学

生的组织能力。 
4) 考核评价方式全面渗透知识掌握与思政教育。各科课程目标的达成是学生学业条件达标和院校培

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建立科学且完善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促进课程教学持续改进创新，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完善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在考核评价方式中适当增加过程性评价占比，通过科学合理

的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及期末测试的设计，全面渗透知识掌握与思政教育。例如，在作业环节中，设置

保护整定值、整定时间、灵敏系数不满足要求的情境，让学生利用已学专业知识去思考合理的解决方法，

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既可巩固专业知识，又能强化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通过点名、提问、抽查、小测试等方式严格要求，严肃规范课堂纪律，将课堂表现积极纳入课程成绩，

充分体现“课程育人”的重要作用，切实将思想政治政教育渗透到知识教育中。 
5) 教学科研融合激发知识猎取与创新动力。科研与教学融合[4]既能提高教学品质，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激发学生的科研愿望，又能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促进教师科研课题顺利开展。例

如，分布式电源的接入使传统的三段式保护存在失配的情形，在教学中可设定讨论专题“分布式电源对

保护的影响”的翻转课堂，要求学生分组合作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分布式电源影响保护失配的原因

及其应对措施，并将学习讨论成果进行展示，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协作意识。又如，当电网发生故障后，

充分利用继电保护系统的动作信息及时准确地辨识出故障设备是实现快速隔离故障、保障电网持续稳定

供电的关键基础，而这也正是作者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具备强解释性的深度神

经网络透明化智能电网故障诊断模型》(项目批准号：51907035)的研究内容。对此，作者在授课过程中向

学生介绍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动机，阐明如何利用继电保护系统的动作信息辅助电网实际运行调度

决策，激发学生的创新火花和科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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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政元素融入导出教学案例 

以“电力系统的正常工作状态、不正常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小节内容为对象，结合两个素材设计

思政元素融入导出的教学案例。 
1) 教学目标 
本节课程教学目标包括三个层面： 
思政目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辨能力，增强学生的职业使命感与民族自豪感。 
知识目标：掌握电力系统不同运行状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理解继电保护的作用。 
能力目标：能够分析电力系统不同运行状态及其危害。 
2) 教学方法 
本节内容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包括：“以引导探究为主”的发现法，“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演示法，

“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讲授法和讨论法，通过提出问题、梳理问题、共同设想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路串联演示、讲解、讨论与联系。 
3) 思政元素融入导出过程 
选取两个素材用于该章节的思政教育中： 
素材 1：2008 年初贵州低温冰冻灾害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素材 2：中国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核心和发展基石是特高压。 
整个思政元素融入导出过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Input and export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图 2. 思政元素融入导出过程 
 

思政元素融入：在正式讲授本节内容之前，先让学生思考：“在电网发展初期，低温冰冻灾害对电

力系统有何影响？如何解决？”采取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典型案例导入，通过大胆设想、设计悬念等

方式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领学生主动思考，激发学习兴趣。然后，带领学生带着思考进入下一步课程

知识内容的学习，并通过本节课程知识学习后能正确认识极端天气对电力系统特别是网架结构比较薄弱

时的影响及其后果，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思辨能力。 
思政元素导出：在讲授课程知识内容完毕的基础上，以中国坚强智能电网特别是特高压交直流电网

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为导出，进一步拓展介绍继电保护系统对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性，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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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确认识中国大力发展特高压电网的初衷以及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励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开

拓进取，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 
4) 教学反思 
教学过程中，适时融入思政素材案例可以充分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兴趣，搭建该课程的知识框架。

通过层层递进的案例类比，启发思考；再由表及里的升华主题，提炼思想；纵向联系先后知识，完善知识

体系；横向比较相似知识点间的关联差异并分析辩证，拔高理解层次。通过所熟悉的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

停电事故对国计民生的影响的实际素材为切入，逐步深入，以使教学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

从宏观层面以中国大力发展以特高压为核心基石的建强智能电网带来的美好生活保障为导出，不断拔高，

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并了解智能电网的发展理念。与此同时，强调相关专业知识点的针对性和科学严谨性，

以及相关课程素材蕴含的思政元素，将育人理念贯穿教学实践始终，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才能对教师的授

课内容和思政素材吸收得更充分，理解得更透彻，最终达到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的高度统一。 

5. 课程思政教学的持续性改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未来一流电力人才不仅是电力行业的技术人才，

更应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践行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学识和熟练的技能，更应树立正确的

思想观念。随着课程思政教育的不断推进，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开展

持续建设与改进： 
1) 将教书育人理念贯穿教学实践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将思想政治与专业知识贯穿实践

教学始终，同向同行，提高教学品质，增强学生思想动力和专业素质。进一步挖掘总结教学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将当前电力企业﹑电力研究院所相关行业发展领域﹑企业文化渗透到教学当中，用当代中国的

电力梦激扬青春梦，使学生能够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让学生的人生梦紧紧围绕中国梦，

并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从而培养出品德高尚、扎实学识、创新务实且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

现代复合型人才。 
2) 将终身学习理念渗透教学实施过程，教师持续提升。教师是培养人才的关键角色，要坚持“教育

者先受教育”，教师自觉修身修为，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水平，才能更好地培养出具有优秀政治思想的新

时代人才。不止学生，教师更需要建立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将党的优秀思想转化为日常工作指

导核心，通过教学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精神文明，实现润物细无声地贯彻落实“课程思政”，

摒弃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两剥离”的传统思维。 
3) 将持续改进机制融入教学模式建设，丰富思政案例。强化教师的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形成

多样化的教学案例。在沿用好教学方法的同时，改进老方法，积极引入新方法、新思路、新理念，持续

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科学有效、具有适用性、易操作、可推广的教学方法，真正做到知识传授与思政元

素融入无缝衔接，通过建立和不断更新课程思政案例库及思政案例教学微视频资源，确保案例渗透思想

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6. 结语 

育人先育德，在《继电保护原理》课程教学中，强调相关专业知识点的针对性和科学严谨性的同时，

需要将思政元素理念融入贯彻落实。专业知识的讲解应深入浅出，并将“课程育人”理念贯穿教学实践

始终，激发学生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深度思考，实现授课内容消化和思政素

材吸收的双重功能，最终达到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的高度统一，培养出新时代下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全方位发展的电力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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