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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how to set vivid situation, carry out the task oriented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open students’ second class of 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arous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thus more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practical circui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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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设置生动直观的学习情境、以任务为导向的情境教学法的实施、学生电力电子技术第二课堂的开

设三个层面浅述了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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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加有效地培养学生实际动手电路设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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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是我校我校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重要课程。课程涉及强电和

弱电，涵盖内容多，难度大，且抽象难懂，目前《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教学基本还是以传统的理论教

材为主，现有教材内容落后于科学技术发展；课程内容多与学时少形成矛盾；知识零散，学生学过之后

不知用在何处，为何所用；同时老师教学过程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分析电路原理，讲解参数计算

过程和计算方法为主，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甚理想。针对目前电力电子技

术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学生不感兴趣、找不到好的学习方法、或理解有困难等现象，为了切合当前高

职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我们改进电力电子技术的教学方法，以学好基本理论为基础，以技能教

学为重点，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兴趣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运

用多种教学放大，提出几种比较容易实现的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的方法，经过在课堂上实践，

学生反映良好。 

2. 情境引入，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教学内容中，常常会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学生很难理解，我们可以营造一些直观生动、有趣味的课

堂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调动学生极性和自觉性。讲调速器的时候，类比电机转速的调节

和风扇转速的调节，让学生马上能理解了调速器的工作原理。在讲功率的放大电路时，这样引入课题：

“遥控汽车模型分那几种控制？是比例遥控还是开关控制”、“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的无人驾驶飞机是如

何控制的[1]”等短短的几个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趣味的教学过程，寻找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 
在教学内容中，常常会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学生很难理解，又不方便开展实验，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直

观生动的素材比如形象的图片或者视频动画加入到多媒体课件中在课堂上模拟讲解，这样一些生僻难以

理解的概念就能容易理解，而且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有些实验虽然可以演示，但其中的变化

过程无法看到，变化小，学生不理解，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仿真软件来模拟实际的实验过程，帮助学生

摆脱认识障碍。例如：PWM 控制技术的原理及应用[2]，PWM 控制技术是对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的技术，

即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来等效的获得所需要的波形(含形状和幅值)。通过动画演示能够非

常直观地演示 PWM 控制波形 SPWM，看到脉冲的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又比如单结晶体管触发的单相

半控桥电路，触发电路一接通电源，用示波器可逐一观察触发电路中整流输出点，削波点，锯齿波点，

单结晶体管及脉冲变压器输出脉冲波形。调节移相电位器 RP，观察锯齿波电压 Uc 的变化及输出脉冲的

移相情况，并且能够进一步估计触发电路的移相范围。用 FLASH 制作动画效果(见图 1)，将整个实验过

程通过模拟方法予以完成，这样不仅将抽象的东西形象化直观化，学生易于接受，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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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examples of animations 
图 1. 动画演示举例 
 

充分发挥直观教具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实物、模型等教学手段，尤其是讲器件的时候，

比如我们讲电力二极管和晶闸管的时候就可以拿一些不同封装形式的电力二极管和晶闸管给大家看，这

样可以让同学们看见真实的器件，初步认识元器件的外型、型号，了解元器件的应用情况，还能让学生

们学得轻松愉快。在讲解调光灯的时候，展示学生亲手做的调光灯电路[3] (如图 2 所示)，在课堂上演示

调光的过程，让学生加深对调光灯调光原理和功能的理解。 

3. 以任务为导向实施情境教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只是知识的灌输，把学生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隔绝开，而我们学的电力电子

技术知识是为了以后能分析设计电路，解决实际问题。那为了能让学生所学的知识更大程度地联系实际，

我们把整个教材规整成几个学习情景来进行授课，在每个情境的学习中，先提出设计任务，让学生学习

设计方法与过程。我们把整个课程内容规整为五个学习情境来实施教学，分别是电力电子器件的认知、

调光灯电路、电动机直流调速电路、电风扇无极调速器、开关电源、电力电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见图 3)，
其中电力电子器件的认知讲授的是电力电子技术的基础——器件，调光灯电路、电动机直流调速电路、

电风扇无极调速器、开关电源介绍的是电能变换电路[4]。那么电力变换呢，按照直流和交流的划分，我

们分成这样整流电路、逆变电路、斩波电路和交流变换电路四大类。最后一个学习情境是电力电子技术

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从器件的认知到电路分析一直到电力电子装置的应用，层层深入。 
实施情境教学，可以将学生置身于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的“情境”中，枯燥的理论学习溶入到实践

探索中，通过任务的实施通过对电路的设计过程，有助于提高学生今后进入工作岗位后的设计能力的培

养。选择典型的设计图纸进行讲评，对较好的设计图纸进行挂图展览，对于设计中不足的学生也有再次

学习的作用。 
我们围绕这五个学习情境讲教学内容进行一个重新整理，并且编写相关教材。在教材的编写中打破

了传统的内容分散教学的模式，按照划分的学习情境将学习内容进行整合提炼，删除过时的繁杂的内容，

将高容量、高精度、高效的大规模电力电子器件和电路等先进理论和新器件、新技术引入新教材中；突

出集成电路内容，淡化了分立电路的分析，加强了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 
在情境教学过程中，在 3D 仿真平台和模型[5]在课堂上结合讲解内容给学生演示，非常直观生动的

模拟了电路运行过程，如图 4 所示。而且还编写了相关的软件仿真程序，用仿真软件来观察电路中各点

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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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ircuit of dimming lamp 
图 2. 调光灯电路 

 

 
Figure 3. The division of learning situations 
图 3. 学习情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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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latform simulation 
图 4. 平台仿真 
 

在情境教学的实施中，教师扮演的角色既是组织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起着指导，管理和激励学生

的作用。通过任务引导、案例分析、问题导向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围绕明确的学习目标完成学习任务，

形成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实行教学民主，师生之间，关系融

洽，让学生敢于提问，敢于讨论，甚至争辩，化解难点，突出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创新意识，从而

大大提高教学效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适时适度的设置问题情境进行启发式教学，可以用信息技术创

设的情境或者真实事件导入问题。例如，半导体收音机为什么冬天响夏天不响，在一个扩音夏天中，为

什么把话筒对准扬声器时会发出啸叫声？ 

4. 开设学生第二课堂，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操作场地 

电力电子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我们课堂上的知识学习，还需要更多的动手实践，学

生只有通过足够的验证性实验和一些数量的综合性实验，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该学科的理论知识，才能

获得一定的综合测试技能和实验能力，并初步具有处理实际测试工作的能力。 
成立电力电子技术的兴趣小组，开展学生第二课堂、电子竞赛等活动，把课堂教学、学生科技素质

拓展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电力电子技术第二课堂的开设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

习空间，也可以作为我们情境教学有效的实施场地，同时又能作为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训练场地。在这

里我们准备了多个实验项目和设备器材供学生操练。例如单相可控整流直流电流源的设计、不可逆直流

电机测速系统的设计、开关电源的设计、PWM 型逆变器的设计、电风扇的无极调速器的设计等。通过这

些项目的训练，使得很多对电力电子技术感兴趣的学生们从中得到极好的锻炼。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电力电子技术及实训》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让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去，多为

学生提供动手实践、协作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不断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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