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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supply course and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s,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are introduced. The course has the fea-
tures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engineering, so we made some teaching reform attempt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changing from “teaching-centered mode” to “learning-centered mode”. The 
attempts include the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a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ans reform, 
project case teaching mode exploration based on large class teach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The 
preliminary teaching practice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teaching methods have obvious advantag-
es. The large class teach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teaching mode greatly enhance the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he training effect of students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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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工厂供电课程的特点及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相应的教学改革与实践。针对课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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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工程性的特点，并基于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的要求，从课程教学内容优化、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基于大班教学小组讨论的项目案例教学模式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初步的教

学实践表明，改进的教学方式优势已经显现，大班教学小组讨论的项目案例教学模式极大提升了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培养效果提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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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定位与目标 

西南石油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四川省特色专业，学生定位为培养合格的应用型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1]。《工厂供电》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

学生了解和掌握供电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工程设计方法、运行维护管理的基本知识以及供电系

统的电能质量的分析与控制、自动化应用技术、电能节约的新技术等供电领域的最新发展动向。 

2. 教学中存在问题 

作为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西南石油大学每年选课人数超 200 人，该课程理

论性、设计性与实践性强，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介绍了大量的规程、规定和经验[2]。 
目前，教学中存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现象，分析原因有： 
一是课程内容知识点多，内容比较枯燥，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 
二是现在的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压缩学时，整合课程，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时间”，理论课时数减少，

教学效果提升困难。 
三是学生主要通过教师讲解获取知识，学习积极性不高，效果不理想。 
因此，本课程迫切需要优化授课内容，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把学习

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学生填鸭式“要我学”变成主动式“我要学”，提升学习效果。 
针对本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考虑到本课程的工程应用背景明确的特点，并结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开展本课程教学改革，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即“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

生”向“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创造知识”转变，从“传授模式”向“学习模式”转变；其次考虑课程的

特点，引入项目、案例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作能力、自

学能力，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等。 

3. 教学改革内容 

3.1. 修订教学大纲，基于工程应用要求，对教学内容优化并做合理的分配 

本课程知识点多、内容丰富，但学时却从 64 学时降到 56 学时又降到如今的 48 学时(部分班 32 学时)，
学生把握重点存在难度，非常容易理论脱离实际，所以需要对结合课程工程背景强，内容自成体系，又

都是供配电设计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和合理取舍，本课程的知识经优化后可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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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起建立联系，从而使学生对本课程有一个整体认识，建立各部分的联系。 
 

 
Figure 1. Correlation diagram of the core teaching content of 
factory power supply course 
图 1. 工厂供电课程核心教学内容相互关系图 

 

考虑到本课程内容的工程背景强，所以尽量简单化：即虽然内容宽泛，但是考虑到用户供电系统本

身简单，所以涉及到的有关电力系统的理论和方法都根据用户供电系统的特点进行了简化和简单化处理，

落脚到工程应用上，而详细的理论知识可通过其他课程去掌握，具体教学内容定位如图 2。 
 

 
Figure 2. Positioning of each chapter’s teaching content 
图 2. 各章教学内容定位 

 

图 2 中基本内容是本课程的核心部分，要重点关注。提高部分中，供电系统运行技术内容在相关的

如电能质量课程等有讲授，要引导学生结合配电系统的特点和要求去理解和学习，可结合案例、项目有

针对性的学习；而用户电力新技术，只需结合环境、社会、政策等发展和要求，点到为止，学生课下查

阅资料自学为主。 

3.2. 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学习效果 

工厂供配电课的内容较为繁杂，虽然难度不高，但涉及的内容很多，既有公式，又有图表，单一的

板书式授课或纯粹的多媒体教学都不能够满足其要求，要针对教学内容，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如现场实物教学相结合、板书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理论教学与

实验教学相结合等，灵活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 [4]。 
教学过程中，通过增强互动性提升教学效果。教师在课堂上针对新课内容布置课题，并提出具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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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工程性强的部分，如设备选择，要求学生结合实习实践中

的所见所闻，在课堂上现身说法，讲解实际中了解的情况。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具备 35 千伏及以下供配电系统的初步设计能力，故除了要把各部分内容

学习好、掌握好，还有根据工程实际，把整个课程的内容串起来，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教学手段和

教学模式。 

3.3. 积极探讨并实施基于项目、案例教学的“大班授课 + 小组研讨”教学模式 

工厂供电课程涉及到的内容大多是工程中实用的知识．每一章节单独介绍后，如果没有工程项目的

驱动，学生无法真正理解并将各部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的工程项目中。通过引入工程实际项目案例，

采用模拟或者重现现实工作里的一些内容，要求学生基于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和判断，并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与实验手段，解决实际中的问题[5]。 
项目案例具体设施采用大班教学和小组讨论的模式，通过老师选择提供合适的案例，同学们分成不

同的小组，结合课程教学进程，逐步实施。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教学阶段(见表 1 示例)： 
1) 明确项目任务：根据教学任务和要求，由教师提出一个或几个项目，一般的项目都是结合具体确

定项目的目标和任务。在上课第一周后就下发给学生。 
2) 制定计划：学生自由组合，分程若干小组，每小组 5~7 个同学，在教师指导下，结合教学内容和

教学进程，学生制定工作计划，确定工作步骤和程序。 
3) 实施计划：学生确定各自在小组中的分工，然后按照已确立的工作，在每部分教学内容进行完成

后，除了完成课程内容作业外，完成项目对应的部分内容。 
4) 小组讨论：讨论是学习的重要一环。学生对每个阶段的任务要进行自我评估、讨论，这个阶段教

师要参与，参与讨论、评判项目进展的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 
5) 项目总结与反思：课程结束后，每个小组对整个项目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要完成一个项目报告，

这部分内容也作为学生课程结业考试的也重要部分。同时，老师也要对项目的进行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

针对问题以待下次课程进行改进。 
 
Table 1. A specific case performance record 
表 1. 某具体案例执行情况记录表 

题目：某小区配电系统设计 

目标：基于该小区负荷特性要求，完成其供配电系统初步设计。 

 任务分解 时间 负责人 讨论与教师审定 考核 

任 
务 
情 
况 

负荷(分级)计算与无功补偿 第 2 周    

主接线设计 第 3 周    

短路计算 第 4 周    

设备选择 第 5 周    

继电保护配置与整定 第 6~7 周    

电能质量问题分析与对策 第 8 周    

……     

报告撰写 第 9 周    

汇报与评价 第 10 周    

教师总结 第 11-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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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改革模式总结分析 

本次对工厂供电课程的教学进行了改革尝试，改革的核心是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

心转变，并基于本课程的工程背景很强的特征，引入工程化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如图 3 所示。这种模式

期望以教师教学为基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以亲和的师生关系、协作的生生关系为纽带，从而针对工

程性较强的课程，提供一种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下完善结合的教学模式[6]。 
教学内容优化是前提，教学方法是手段，而大班教学和小组讨论的项目案列教学模式是这次教学改

革的核心。而其中在项目案例推进中，探讨如何实现大班授课、小组研讨的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另外，

通过这种模式，引入了过程考核，不再一考定成绩，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大大提高。同时，这种教学模式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导学生完成项目，老师首先要有丰富的项目背景工程经验，同时，在小组

讨论中，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动性给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建议，会促使教师要不断更新知识，提升自己

的能力。 
 

 
Figure 3. Block diagram of the engineering teaching model for factory power supply 
course 
图 3. 工厂供电课程工程化教学模式框图 

4. 实施效果 

上述教学改革模式和手段在电气工程 2015 级卓越班进行了试点，该班培养计划中工厂供电课程 32
学时，其中课堂教学 28 学时，实验学时 4 学时。针对学时较少的情况，重点讲授内容在基础内容上。同

时，考虑到他们已修电能质量课程，结合各章节教学内容把电能质量相关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进程，如

讲负荷计算无功补偿时引入无功功率对电能质量的影响、电压损失计算时引入电压波动与闪变的内容等。 
同时，以大作业的形式引入项目案例教学，基于几个供配电设计题目，要求学生自由组合(5~7 同学

1 组)选择一个题目完成，学生共 29 人，设置了四个题目。按上面的实施步骤开展工作，学生学习积极性

极大的增强，项目实施整体较好，完成的报告虽然还远不够完善，但通过这样一个个项目案例的设计，

同学们把本课程的知识串联了起来，对内容理解也更深，实施过程中显示了一定的工程意识。相比以前，

本班学生知识掌握非常扎实，期末卷面平均分为 84 分，超过往届十分，成绩最高分 99 分，优良比例达

到了 83%以上，显示了本次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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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案例选择、案例设计内容和目标、学生管理还存在问题。合适的教学

案例才能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演示，对教学成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而设计内容要考虑本课程学时、

学生的业余时间、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过多过全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过简单则效果差。另外，把改

革推行到全年级存在学生过多(200 余人)、分组过多、教师投入过多和教师人手不够的问题，需要引入教

师团队建设，需要学校改革课程考核机制，为教师积极投入教学改革提供良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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