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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技术及应用》课程标准

标准编码：GD3-16-2020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

学时：112 学时，学分：7 学分。

2．制订依据

2.1《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2019〕4 号）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2.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2.4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

13 号）

2.5 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的通知（教师函〔 2019〕

4 号）

2.6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 号）

2.7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

〔2019〕5 号）

2.8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试点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6 号）

2.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

2.1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1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

2.13《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

[2015]6 号）。

2.14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1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

2.16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人员职业能力培训规范》

2.17 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变电运行值班员》

3. 课程性质和作用

本课程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是电路理论和电路实践相互渗透、互

为依存的一门课程，它以电路理论及分析方法为主线，以电工实践应用为目标，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同步进行来研究各种电路的基本原理、工作性能和实践应用。其主要特点是理论性

强、知识点多、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

本课程的作用是：通过一体化教学及讲授、自学、练习等手段，使学生具备高素质技能

型专门人才所必备的电路基本理论知识和电工基本技能，不仅可以胜任维修电工的岗位，而



且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并为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创新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全面素质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大学数学》。

本课程后续课程主要有《电子装置设计与实践》、《电机与变压器运行与维护》等专业基

础课及《电力系统分析》、《继电保护与自动装置运行维护》、《高压设备绝缘与试验》等专业

课程。

4．课程设计

4.1 课程设计依据

依据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本课程。

4.2 教学内容选择

实用为度，按照“够用、会用、好用”原则，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优化整合和序化教

学内容，采用项目—任务教学，对于电路理论中的重点内容，力求做到准确、精练、清晰；

对于电路理论中的抽象概念、复杂应用等难点内容，则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分析。侧重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和基本理论与概念的建立，淡化理论推导与计算技巧，并结合工程应用

实际，引入一些现代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内容，开阔学生视野。

5.课程目标

5.1 知识目标

熟悉电路、磁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定理，知道通用电路和磁路的组成及特性，熟

悉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具备本专业工作必备的电路基本理论知识。

5.2.能力目标

具有识读电路图、分析计算电路和磁路基本物理量的能力，能熟练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

表；初步具有学习和运用电气工程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能分析和解决实际电路问题，具

备本专业工作必备的电工基本技能。

5.3 思政目标

树立工程意识，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工作作风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具

备一定的辩证思维能力，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6.课程教学活动设计及课程内容

6.1 课程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任务序号 任务名称 教学活动设计 学时

一
学 习 安 全

用电常识
任务一 学习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分别在多媒体教室和触电急救实训室完成，

有电脑和投影仪，有可供触电急救使用的橡
6



胶人。

橡胶人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消毒，保证卫生；

同时要爱护橡胶人，避免用力过度而损坏。

采用视听教学法、案例讨论法和任务教学法

任务二 认识触电

任务三 实施触电急救

二
使 用 电 工

工器具

任务一 学习使用常用工具

分别在实训中心和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

车间完成，具备相关工器具和仪表。

工器具和仪表使用中要注意防止设备和人

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任务教学法

8

任务二 学习使用电工仪表

三

拆装、测量

和 计 算 手

电筒电路

任务一 拆装手电筒电路
在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完成，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在操作台上使用仪表要注意防止设备和人

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12

任务二 测量手电筒电路

任务三 认识电阻和电源

任务四 剖析手电筒电路的规律

四

分 析 计 算

复 杂 直 流

电路

任务一 学习网络变换法
在多媒体教室和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

间完成，有电脑和投影仪，具备相关仪器仪

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22任务二 学习网络方程法

任务三 学习网络定理法

五

分 析 计 算

简 单 正 弦

交流电路

任务一 认识交流发电机

在多媒体教室和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

间完成，有电脑和投影仪，具备相关仪器仪

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14

任务二 识别电容器和电感线圈

任务三
分析电阻、电感和电容在正

弦交流电路中的规律

任务四
安装调试和计算日光灯电

路

六

分 析 计 算

复 杂 正 弦

交流电路

任务一 学习相量分析法 在多媒体教室和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

间完成，有电脑和投影仪，具备相关仪器仪

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12
任务二

测量并计算正弦交流电路

的功率

任务三
分析并实现日光灯电路功

率因数的提高

任务四 分析收音机调谐回路

七

分 析 计 算

三 相 低 压

用电系统

任务一
认识三相交流发电机和三

相电路
在多媒体教室和电工实训室或 EDA 实训室

完成，有电脑和投影仪，具备相关仪器仪表、

元器件和操作台或电路仿真软件。

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12
任务二 分析计算三相电动机电路

任务三 分析计算三相照明电路

任务四
计算和测量三相电路的功

率

八

观 测 并 分

析 电 路 中

的 谐 波 信

号

任务一 认识和表示谐波信号

在多媒体教室和 EDA 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

间完成，有电脑和投影仪，及电路仿真软件。

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4

任务二 分析谐波信号



九

观测、计算

充 放 电 电

路

任务一 认识过渡过程及换路定律
在多媒体教室和 EDA 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

间完成，有电脑和投影仪，具备相关仪器仪

表、元器件和操作台或电路仿真软件。

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保证用电安全。

采用一体化教学

12

任务二
观测和分析电容器的充放

电

任务三
观测和分析励磁回路的充

放电

任务四 计算一阶电路

十
认 知 变 压

器

任务一 认识互感应现象和变压器 分别在变电站、多媒体教室和 EDA 实训室或

电工教学车间完成，有变压器、相关仪器仪

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注意安规教育，现场参观时严禁学生触碰设

备，防止设备和人员伤害。

采用一体化教学

10

任务二 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任务三 分析计算磁耦合电路

任务四 分析计算变压器的磁路

6. 2 学习项目内容与要求

学习项目一：学习安全用电常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掌握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学习并掌握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的主要内容，认识触电，学会实施触电急救。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熟读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主要内容

2.知道触电的类型

3.知道电流对人体伤害的影响因素

4.知道安全电压的概念

5.知道防止触电的安全措施

6.知道触电急救的原则和程序

能力目标：

1.能说出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2.能说出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3.能说明防止触电的安全措施

4.能说出触电急救的原则和要点

5.能背诵触电急救的口诀

6.能正确实施触电急救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触电急救实训室，有可供触电急救使

用的橡胶人。

任务一：学习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熟读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主要内容

能力目标：1.能说出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2.能说出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态度目标：1.高度重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2.树立时刻严格执行规程的观念

【任务描述】：分组学习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并写出总结。

【任务准备】：电力安全工作规程有什么作用？规程包含什么内容？电气工作人员必须

具备什么条件？对新参加电气工作人员、实习人员、临时参加劳动人员有什么要求？作业人

员对安规考试有什么要求？对认真遵守规程和违反规程者如何奖惩？电气设备上安全工作

的组织措施有哪些？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有哪些？

【任务实施】：观看电力安全生产教育片，小组针对片中涉及到的任一案例加以讨论；

之后听老师宣讲电力安全工作规程，按小组进行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学习，最后写出学习总

结和心得。

任务二：认识触电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触电的类型

2.知道电流对人体伤害的影响因素

3.知道安全电压的概念

4.知道防止触电的安全措施

能力目标：能说明防止触电的安全措施

态度目标：认识触电的危害性，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任务描述】：学习有关触电方面的知识，并通过问答测试。

【任务准备】：什么是触电？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分为哪两类？什么是电击？电流对人体

的伤害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按照人体对电流的生理反应强弱和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程度，

可将电流分为哪三级？什么是感知电流？什么是摆脱电流？什么是致命电流？我国规定的

安全电流为多少？在高度触电危险的场所，应取多少为安全电流？通过人体最危险的途径是

什么？规定安全电压为多少？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安全电压又规定为多少？

【任务实施】：观看有关触电方面的电力安全生产教学片，并按小组讨论；之后，学习

触电相关知识，并完成问答测试。

任务三：实施触电急救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触电急救的原则和程序

能力目标：1.能说出触电急救的原则和要点；

2.能背诵触电急救的口诀；

3.能正确实施触电急救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任务描述】：学习触电急救的知识和技能，并能实施触电急救。

【任务准备】：触电急救的原则是什么？触电急救的步骤有哪些？触电急救的要点是什



么？

【任务实施】：首先，观看触电急救的录像教学片，讨论并总结实施急救的步骤和要点；

之后，理解并背诵触电急救口诀；最后，用橡皮人模拟触电者，对触电者实施急救，并进行

全过程考核。

学习项目二：使用电工工器具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常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学会使用常用电工工具和仪表。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验电器的分类

2.知道螺丝刀的种类和构造

3.知道活络扳手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4.知道钳子的种类和各种钳子的用途

5.知道电工刀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6.知道电烙铁的结构和使用的注意事项

7.知道仪表的分类和选用原则

8.知道万用表、电流表、电压表、钳形表、功率表、兆欧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能力目标：

1.会使用低压验电笔验电

2.能正确使用螺丝刀

3.能正确使用活扳手

4.能正确选择和使用钳子

5.能正确使用电工刀

6.能使用电烙铁进行简单的焊接，如焊接电线接头、电器元器件

7.能正确选用仪表

8.能正确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电压表、钳形表、功率表、兆欧表进行测量

【教学环境】：实训中心，具备相关工器具；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相关仪

表。

任务一：学习使用常用工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验电器的分类；

2.知道螺丝刀的种类和构造；

3.知道活络扳手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4.知道钳子的种类和各种钳子的用途；

5.知道电工刀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6.知道电烙铁的结构和使用的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1.会使用低压验电笔验电；

2.能正确使用螺丝刀；

3.能正确使用活扳手；

4.能正确选择和使用钳子；

5.能正确使用电工刀；

6.能使用电烙铁进行简单焊接，如焊接电线接头、元器件

态度目标：干一行爱一行，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

【任务描述】：学习使用常用电工工具，并完成相应的任务。

【任务准备】：验电器可以分成哪两类？如何使用低压验电笔验电？螺丝刀的种类和构

造如何？如何正确选用螺丝刀？如何正确使用活扳手？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钳子？如何正

确使用电工刀？如何使用电烙铁进行焊接？

【任务实施】：采用“教学做合一”的一体化教学，通过教师示范或学生阅读资料，要

求学生边学边做，按照指令完成常用电工工具的使用练习，并在“完成情况一览表”中相应

的项目后打“ ”。

任务二：学习使用电工仪表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仪表的分类和选用原则；

2.知道万用表、电流表、电压表、钳形表、功率表、兆欧表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

能力目标：1.能正确选用仪表；

2.能正确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电压表、钳形表、功率表、兆欧表进行测

量

态度目标：严格执行安全规程，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习惯。

【任务描述】：学习使用常用电工仪表，并完成相应的任务。

【任务准备】：电工仪表按准确度等级可分为哪几个等级？如何选择电工仪表？什么是

直接测量法？什么是间接测量法？万用表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电流、电压？电流表、电压表、钳形表、功率表、兆欧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分别是怎样的？

如何正确使用电流表、电压表、钳形表、功率表、兆欧表进行测量？

【任务实施】：先阅读相关仪表知识，之后观摩教师示范或学生示范、大家评价，总结

仪表使用的要点；接着开始使用练习，最后通过实际使用进行考评。

学习项目三：拆装、测量和计算手电筒电路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通过拆装手电筒电路，认识电路的组成和功能；通过测量

手电筒电路，加深对电路物理量的认识并学会电压、电流、电位的测量，以及功率、电能的

计算；认识电阻和电源，掌握它们的特性；剖析手电筒电路的规律，从而掌握基尔霍夫电流

定律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电路的组成和功能

2.知道电压、电流、电位、功率、电能的概念

3.知道电压与电位的关系

4.知道电压、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5.知道功率与电能的关系

6.知道电阻和电源的特性

7.知道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内容

能力目标：

1.能正确安装手电筒

2.能根据二端网络的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并判断其性质

3.会正确使用仪表测量电压和电流

4.能熟练应用欧姆定律求解电阻的电压或电流

5.能熟练计算电阻的功率

6.能说出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内容

7.能熟练应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列写节点电流方程和回路电压方

程

8.能熟练应用全电路欧姆定律求解无分支回路的电流

9.能应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欧姆定律求解简单电路

【教学环境】：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相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任务一：拆装手电筒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电路的组成和功能

能力目标：能正确安装手电筒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作风

【任务描述】：拆装手电筒电路，学画手电筒电路的电路图，完成手电筒的制作，并掌

握电路的组成及功能。

【任务准备】：手电筒有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是如何连接的？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任务实施】：首先拆分手电筒，将手电筒所有能拆开的部分全部拆下，观察手电

筒的部件，并记录于表中。之后，观察手电筒的剖面图，学画手电筒各部件的连接图---

电路模型图，最后在实训台上用给定的导线、电珠、干电池和开关制作手电筒，使电珠

发光，并总结电路的组成、功能和特点。

任务二：测量手电筒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电压、电流、电位、功率、电能的概念；

2.知道电压与电位的关系；

3.知道电压、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4.知道功率与电能的关系

能力目标：1.能根据二端网络的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并判断其性质；

2.会正确使用仪表测量电压和电流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

【任务描述】：测量手电筒电路的电压、电流，计算其电位、功率、电能，并总结电压

与电位的关系，以及电压、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任务准备】：什么是电流？它是如何形成的？电流强度是如何定义的？电流的方向是

如何规定的？什么是电压？什么是电位？电位与电压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电动势？电

动势与电压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电功率？电功率与哪些物理量有关？什么是电能？影

响电能的因素有哪些？

【任务实施】：准备万用表(或直流电压表和直流电流表)测量电路的电流、各元件的

电压，自学相关资料后，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各元件的功率；自学相关资料，选择不同的

点为参考点，测量各点电位及电压，总结电压与电位的关系。

任务三：认识电阻和电源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电阻和电源的特性

能力目标：1.能熟练应用欧姆定律求解电阻的电压或电流；

2.能熟练计算电阻的功率

态度目标：学会学习，学会总结

【任务描述】：认识电阻元件和电源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

【任务准备】：电阻的电压、电流和电阻的关系是怎样的？电源的电流大小与哪些量的

变化有关？

【任务实施】：先用伏安法测量电阻电压、电流值，之后找出该电压、电流值与万用

表直接测量所得电阻值的关系，从而得出电阻的伏安关系；通过测量电源的电压和电流

值，作出电源的外特性曲线，总结出电源端电压与负载电阻、电路中的电流的关系。最

后练习电阻的伏安关系、电源端电压与负载电阻、电路中电流的关系。

任务四：剖析手电筒电路的规律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内容。

能力目标：1.能说出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内容；

2.能熟练应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列写节点电流方程和回路

电压方程。

3.能熟练应用全电路欧姆定律求解无分支回路的电流。



4.能应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欧姆定律求解简单电路。

态度目标：学以致用,培养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意识

【任务描述】：剖析手电筒电路的规律，学习并使用基尔霍夫定律、全电路欧姆定律。

【任务准备】：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内容分别是

什么？

【任务实施】：

1.学习并使用基尔霍夫定律。（1）选定电路参数，并用电流表测量各支路电流，分

别计算流入、流出节点的电流和 入I 、 出I ，并判断两者的关系，总结出基尔霍夫电

流定律。最后通过练习学会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应用。（2）用电压表测量电路中各元件

的电压，分别判断各个回路的元件数，并沿顺时针方向写出各回路元件的电压，计算回

路各元件的电压和U ，总结出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最后通过练习学会基尔霍夫电压定

律的应用。

2.学习并使用全电路欧姆定律。选定无分支回路的电路参数，用万用表测量回路电

流及电源电动势、各电阻的电压，利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计算电流回路，总结出全电路

欧姆定律。最后练习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应用。

学习项目四：分析计算复杂直流电路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学习复杂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掌握网络变换法、网络方

程法和网络定理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电阻的串联、并联、星形连接、三角形连接的特点。

2.知道电阻的串联电路、并联电路的等效电阻关系及串联电阻的分压关系、并联电

阻的分流关系

3.知道星形连接与三角形连接电阻的等效关系

4.知道电流源模型和电压源模型的组成及其等效关系

5.知道支路电流法、弥尔曼定律的解题步骤和要点

6.知道叠加定律的内容

7.知道戴维南定律的内容和解题思路

能力目标：

1.能进行电阻的串联、并联和混联的等效变换

2.能对混联电路进行分析计算

3.能进行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连接的等效变换

4.能通过电流源模型和电压源模型的等效变换简化电路

5.能应用支路电流法求解电路

6.能应用弥尔曼定律求解电路

7.能应用叠加定律分析电路



8.能熟练应用戴维南定律求解电路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任务一：学习网络变换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电阻的串联、并联、星形连接、三角形连接的特点；

2.知道电阻的串联电路、并联电路的等效电阻关系及串联电阻的分压关系、并

联电阻的分流关系；

3.知道星形连接与三角形连接电阻的等效关系；

4.知道电流源模型和电压源模型的组成及其等效关系

能力目标：1.能进行电阻的串联、并联和混联的等效变换；

2.能对混联电路进行分析计算；

3.能进行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连接的等效变换；

4.能通过电流源模型和电压源模型的等效变换简化电路

态度目标：养成严谨的学习习惯

【任务描述】：学习电阻的串联、并联和混联的等效变换；学习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连

接的等效变换；学习电流源模型和电压源模型的等效变换

【任务准备】：什么是等效变换？等效变换满足的条件是什么？电阻的串联、并联等效

变换关系分别是什么？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连接的等效变换关系是什么？电流源模型和电压

源模型的等效变换关系是什么？

【任务实施】：采用一体化教学，分别测量电阻串联、电阻并联、电阻星形连接、电阻

三角形连接、电流源模型、电压源模型的端口电压和总电流，之后给出等效变换关系，学生

计算后得出相应的等效电路，并在等效电路中再次测量相应的端口电压和总电流，从而证明

等效条件的成立，最后练习用上述等效变换求解电路。

任务二：学习网络方程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支路电流法、弥尔曼定律的解题步骤和要点

能力目标：1.能应用支路电流法求解电路；

2.能应用弥尔曼定律求解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勤奋好学，不怕困难的学习态度。

【任务描述】：学习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

【任务准备】：什么是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

法、节点电压法的解题思路分别是什么？解题步骤分别是什么？

【任务实施】：先用测量的方法测得若干支路电流；之后，要求学生按照给定的步骤，

一步一步完成用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分别对电路的分析计算，对照测量结



果，证明上述步骤的正确性；接着，由学生分别总结出三种方法的解题思路，以及相互之间

的优缺点比较。最后，练习用上述方法求解电路。

任务三：学习网络定理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叠加定律的内容；

2.知道戴维南定律的内容和解题思路

能力目标：1.能应用叠加定律分析电路；

2.能熟练应用戴维南定律求解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意识

【任务描述】：学习叠加定律、戴维南定律和诺顿定理

【任务准备】：叠加定律、戴维南定律和诺顿定理的内容分别是什么？各自适用于哪些

电路？有什么优点？

【任务实施】：学生先用测量的方法测得某支路电流或用学过的网络变换法、网络方程

法求出某支路电流；之后，要求学生按照给定的步骤，一步一步完成用叠加定律、戴维南定

律和诺顿定理分别对电路的测量和计算，对照测量结果，证明上述步骤的正确性；接着，给

出上述三个定律的内容，由学生总结出三个定律的解题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及适用条件。最

后，练习用上述方法求解电路。

学习项目五：分析计算简单正弦交流电路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交流发电机，掌握交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掌握正弦

交流量的表示方法；识别电容器和电感线圈，掌握两种实际元件的电磁性能；通过分析电阻、

电感和电容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的规律，掌握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特性及其电压、电流关

系；通过安装调试和计算日光灯电路，学习简单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方法，掌握日光灯的安

装调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交流发电机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2.知道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表示法

3.知道正弦交流量与相量的对应关系

4.知道电容器的充、放电特性

5.知道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

6.知道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

7.知道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电压、电流关系

8.知道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电压三角形、阻抗三角形的构成

能力目标：

1.能指出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及其意义



2.能将正弦量表示成相量

3.能识别电容器和电感线圈

4.能说出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及相量关系

5.能作出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相量图

6.能分析计算串联正弦交流电路

7.能作出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相量图、电压三角形和阻抗三角形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任务一：认识交流发电机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交流发电机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2.知道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表示法;

3.知道正弦交流量与相量的对应关系

能力目标：1.能指出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及其意义；

2.能将正弦量表示成相量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

【任务描述】：认识交流发电机，学习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表示法，学习正弦交流量的

相量表示法。

【任务准备】：交流发电机是如何工作的？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分别指什么？如何表示

正弦交流量？什么是有效值？正弦交流量有效值与最大值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相位

差？两个正弦量的相位关系有几种？如何表示复数？复数的四则运算法则是怎样的？什么

是相量？正弦量如何表示成相量？怎样做相量图？

【任务实施】：

1.观看发电厂生产过程教学片，了解发电机的作用；用手摇发电机发电，观察发电过程，

总结发电的必须条件；应用仿真软件，观察正弦电压的波形。学习正弦交流量的三要素表示

法，掌握最大值、有效值、角频率、初相角、相位差、相位关系等概念，通过练习验证学习

效果。

2.学习复数，完成复数的概念、复数的表达方式、复数的四则运算、复数的矢量表示、

矢量运算等相关内容的练习。

3.学习正弦量的相量表示、相量图的表示和相量形式的基尔霍夫定律，完成相关内容的

练习。

任务二：识别电容器和电感线圈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电容器的充、放电特性

能力目标：能识别电容器和电感线圈



态度目标：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任务描述】：识别电容器和电感线圈，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

【任务准备】：电容器是如何构造的？它的电容量与哪些因素有关？如何读取电容值？

电容器充、放电过程的波形是怎样的？电感线圈是如何构造的？它的电感值与哪些因素有

关？如何读取电感值？

【任务实施】：

1.学习电容器相关知识，之后选取 3 个电容器，读出其标称值。接着选取 3 个电容器，

用万用表进行短路和断路测量，以判断其是否损坏。最后应用仿真软件，观察并画出电容器

充、放电过程的波形，并回答相关问题。

2.学习电感线圈相关知识，之后选取 3个电感线圈，读出其标称值。接着选取 3个电感

线圈，判断其好坏。

任务三：分析电阻、电感和电容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的规律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

能力目标：1.能说出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及相量关系；2、能作出电

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相量图

态度目标：勤学苦练，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任务描述】：分析电阻、电感和电容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的规律

【任务准备】：电阻、电感和电容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的电压、电流关系是怎样的？

【任务实施】：

1.应用仿真软件，搭接正弦交流电路，测量任意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与电流，

完成相关的计算，找到电压、电流与元件参数的关系。

2.学习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相关资料，总结三种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及相量关系，

作出电压、电流相量图，并通过练习验证对以上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任务四：安装调试和计算日光灯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

2.知道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电压、电流关系；

3.知道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电压三角形、阻抗三角形的构成

能力目标：1.能分析计算串联正弦交流电路；

2.能作出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相量图、电压三角形和阻抗三角形

态度目标：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任务描述】：安装调试和计算日光灯电路

【任务准备】：日光灯照明线路的主要部件有哪些？各部件的作用是什么？日光灯电路

中各电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电流大小由哪些因素决定？



【任务实施】：

1.安装调试日光灯电路。观看日光灯照明电路的资料片，认识日光灯照明线路的主要部

件，并写出其各自的作用。将灯架、灯管、启辉器、镇流器、开关组装起来，完成日光灯照

明线路连接，并调试使其正常发光。

2.日光灯电路仿真。用 RL 串联电路来模拟日光灯电路，测量电路的电流、灯管电压、

镇流器电压，分析各电压的关系。

3.RLC 串联电路性质测定。测量电路的电流、各元件的电压，分析各电压的关系，并学

做相量图。

学习项目六：分析计算复杂正弦交流电路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学习相量分析法，掌握复杂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

通过测量并计算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学会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的计算和测量方法；分析并

实现日光灯电路功率因数的提高；分析收音机调谐回路，掌握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特性。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相量分析法的分析思路

2.知道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计算公式

3.知道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的测量方法

4.知道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和方法

5.知道补偿电容关系式

6.知道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特性

能力目标：

1.会应用相量分析法分析复杂正弦交流电路

2.能计算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

3.能正确使用功率表测量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

4.会计算和选择补偿电容的大小

5.能通过并联电容器实现日光灯电路功率因数的提高

6.能正确计算串联谐振电路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电工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

任务一：学习相量分析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相量分析法的分析思路

能力目标：会应用相量分析法分析复杂正弦交流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



【任务描述】：学习相量分析法

【任务准备】：什么是相量分析法？相量分析法分析电路的思路是怎样的？

【任务实施】：参考RLC串联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完成对 RLC并联正弦交流电

路的分析；列表总结 RLC串联正弦交流电路与电阻串联的直流电路的分析思路和步骤的异

同点、列表总结 RLC并联正弦交流电路与电阻并联的直流电路的分析思路和步骤的异同点，

得出相量分析法的思路。通过练习学用相量分析法。

任务二：测量并计算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计算公式

2.知道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的测量方法

能力目标：1.能计算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

2.能正确使用功率表测量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

态度目标：提高学生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

【任务描述】：测量并计算正弦交流电路的功率

【任务准备】：什么是正弦交流电路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上述三种功率

的表达式是怎样的？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功率表的结构是怎样的？功率表如何接入电路

中？如何选择功率表的量程？功率表读数方法与电流表有何异同？

【任务实施】：

1.学习正弦交流电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概念，掌握三种功率的关系式及

对应的功率三角形。计算电路的功率来验证学习效果。

2.学习功率表及功率测量的相关知识。

3.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完成正弦交流电路功率的测量。

4.学生自己设计正弦交流电路，接入功率表，测量其功率。

任务三：分析并实现日光灯电路功率因数的提高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和方法

2.知道补偿电容关系式

能力目标：1.会计算和选择补偿电容的大小

2.能通过并联电容器实现日光灯电路功率因数的提高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

【任务描述】：分析并实现日光灯电路功率因数的提高

【任务准备】：什么是功率因数？提高功率因数有何意义？如何提高感性负载的功率因

数？如何计算补偿电容？

【任务实施】：

1.仿真分析：日光灯电路并联电容器。观察在并联三个不同的电容的情况下，灯管电流、



灯管电压、镇流器电压及电路的功率有无变化，由此总结得出结论。

2.学习改善功率因数的相关资料，掌握改善功率因数的方法，学画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前

后的相量图，记忆补偿电容公式，最后通过练习验证学习效果。

任务四：分析收音机调谐回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特性

能力目标：能正确计算串联谐振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意识

【任务描述】：分析收音机调谐回路，分析串、并联谐振电路

【任务准备】：什么是谐振？串、并联谐振电路的谐振条件、谐振特点分别是什么？

【任务实施】：

1.分析收音机调谐回路。上网查找有关收音机的资料，简述其工作原理。测定RLC串

联电路在感性、阻性和容性三种情况下电路的电流、各元件的电压，并讨论完成相关任务，

总结串联谐振电路的特点。通过练习验证学习效果。

2.自学并联谐振电路的相关资料，总结并联谐振的条件、特点，并做出相量图。

学习项目七：分析计算三相低压用电系统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三相交流发电机和三相电路，掌握三相交流发电机与

单相交流发电机的异同点，掌握三相对称正弦交流量的特点及其表达式；通过分析计算三相

电动机电路和三相照明电路，掌握三相对称和不对称电路的特点及其分析计算思路；通过学

习，掌握三相电路的功率计算和测量方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三相交流发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知道三相对称正弦交流量的特点和表达式

3.知道三相电源和负载的连接方式

4.知道三相电动机电路和三相照明电路的特点

5.知道三相电路的功率表达式

6.知道三相电路的功率的三种测量方法的适用条件

能力目标：

1.能写出三相对称正弦交流量的表达式，并作出相量图

2.能作出三相电路图

3.能分析计算三相对称和不对称电路

4.会计算三相电路的功率

5.会正确使用功率表，能采用一表法、两表法和三表法测量三相电路功率。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EDA 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或电路仿真软件。

任务一：认识三相交流发电机和三相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三相交流发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知道三相对称正弦交流量的特点和表达式

3.知道三相电源和负载的连接方式

能力目标：1.能写出三相对称正弦交流量的表达式，并作出相量图

2.能作出三相电路图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

【任务描述】：认识三相交流发电机，认识三相电路

【任务准备】：三相交流发电机的构造是怎样的？三相正弦交流电压源的电压有何关

系？三相电路线电压与电源相电压大小有什么关系？三个负载相同时，线电流与负载相电流

大小有什么关系？三个负载不同时，线电流与负载相电流大小有什么关系？

【任务实施】：

1.观看三相交流发电机的教学片，了解三相交流发电机的构造。

2.学习三相正弦交流电压源的相关资料，写出三相正弦交流电压源的电压的表达式，并

作出相量图。

3.使用仿真软件：（1）分析三相星形连接电压源的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关系。（2）分析三

角形连接三相电压源的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关系。（3）分析三相三角形连接负载的相电流和线

电流的关系。

任务二：分析计算三相电动机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三相电动机电路的特点

能力目标：能分析计算三相对称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

【任务描述】：分析计算三相对称电路

【任务准备】：三相对称电路中，三个负载相电压关系如何？三个负载相电流关系如何？

电源相电压与负载相电压关系如何？三个线电流关系如何？负载相电流与线电流关系如

何？

【任务实施】：

1.观看三相电动机的教学片，了解三相电动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学习三相对称电路分析计算的相关资料，总结三相对称电路的特点和分析计算步骤。

3.使用仿真软件，测量 YY  连接对称三相电路的电压、电流，测量 Y 连接对称三

相电路的电压、电流，对比测量 00 YY  和 YY  连接对称三相电路的电压、电流，最后分



析测量数据，得出结论。

任务三：分析计算三相照明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三相照明电路的特点

能力目标：能分析计算三相不对称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意识

【任务描述】：分析计算三相不对称电路

【任务准备】：三相不对称电路中，三个负载相电压相等吗？有中线和无中线两种情况

下，三个负载都能正常工作吗？什么是中点位移？如何消除中点位移？

【任务实施】：

1.使用仿真软件，对比测量 00 YY  和 YY  连接不对称三相电路的电压、电流。分析

测量数据，得出结论。

2.用弥尔曼定理分析计算三相不对称电路中三相负载的相电压、相电流和中线电流，分

析结果，并总结三相不对称电路特点和分析步骤。

3.学习中点位移的概念，说明中线的作用。

任务四：计算和测量三相电路的功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三相电路的功率表达式

2.知道三相电路的功率的三种测量方法的适用条件

能力目标：1.会计算三相电路的功率

2.会正确使用功率表，采用一表法、两表法和三表法测量三相电路的功率

态度目标：重视实际操作、但不能忽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任务描述】：计算并测量三相电路的功率

【任务准备】：三相电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计算式是怎样的？如何测量

三相电路的有功功率？

【任务实施】：

1.学习三相电路功率的相关知识，写出计算三相电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

表达式，并通过练习验证掌握情况。

2.使用仿真软件，学习三相电路有功功率的测量。

3.使用电工实验台，测量 00 YY  和 YY  连接不对称三相电路的有功功率。

学习项目八：观测并分析电路中的谐波信号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谐波信号的特点，并学习谐波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示

法，掌握基波、二次谐波、高次谐波的概念；分析谐波电路，掌握非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方



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谐波信号的特点

2.知道谐波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达式的构成

3.知道基波、二次谐波、高次谐波的概念

4.知道非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

能力目标：

1.能写出傅里叶级数表达式

2.能正确分析非正弦交流电路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EDA 实训室或电工教学车间，具备电

路仿真软件。

任务一：认识和表示谐波信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谐波信号的特点

2.知道谐波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达式的构成

3.知道基波、二次谐波、高次谐波的概念

能力目标：能写出傅里叶级数表达式

态度目标：学会学习，提升学习能力

【任务描述】：观察非正弦周期性交流电的波形，学习傅里叶级数

【任务准备】：为什么会出现非正弦交流电压、电流？周期性非正弦函数该如何表示？

傅立叶级数表达式是怎样的？何为基波、二次谐波、高次谐波？不同的谐波成分将怎样影响

波形？

【任务实施】：

1.应用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观察非正弦周期性交流电的波形。（1）在电路窗口中，

将两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交流电压源串联并与示波器相连，观察总电压的波形，并分析其特点。

（2）在电路窗口中，将正弦交流电压源和二极管、电阻串联，观察电流的波形规律，作出

电流的波形，并分析其波形特点。（3）学习相关学习资料，总结非正弦交流电压、电流的来

源。

2.学习傅立叶级数。（1）学习傅立叶级数表达式，了解其构成成分。（2）练习查表得到

对应波形的傅立叶级数表达式。（3）学习相关学习资料，了解不同谐波成分对波形的对称性

的影响，并列表加以总结。

任务二：分析谐波信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非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



能力目标：能正确分析非正弦交流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懂得选择合适的工具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任务描述】：分析计算非正弦交流电路

【任务准备】：什么是非正弦周期量的有效值、平均值、有功功率和等效正弦量？非正

弦周期量的有效值、平均值、有功功率和等效正弦量的表达式是怎样的？谐波分析法分析非

正弦交流电路的思路是怎样的？

【任务实施】：

1.测量非正弦周期信号。用 Multisim 电路仿真软件中的万用表测量信号发生器中三种

波形的电压大小，将万用表测得的数据与电路窗口中的三种波形比较，分析测量结果。

2.学习谐波分析法。学习非正弦周期量的有效值、平均值、有功功率和等效正弦量的概

念，学习谐波分析法，总结谐波分析法的一般计算步骤，并通过相关练习检验学习效果。

学习项目九：观测、计算充放电电路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过渡过程，掌握换路定律的内容；通过观测和分析电

容器的充放电电路，掌握电容器的充放电电路的特点；观测和分析励磁回路的充放电，掌握

励磁回路的充放电特性；通过学习，掌握一阶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过渡过程的概念和产生过渡过程的原因

2.知道换路定律的内容

3.知道初始值的分类和影响因素

4.知道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的概念

5.知道电容器的充放电电路的特点

6.知道 RL、RC 电路的时间常数表达式

7.知道一阶电路分析的三要素法的思路

能力目标：

1.能判断电路是否有过渡过程

2.能写出换路定律的内容

3.会计算初始值

4.能描述电容器充、放电电路的变化规律

5.能作出电容器充、放电电路的电压波形图

6.能说明励磁回路放电时短路电阻的作用

7.能用一阶电路分析的三要素法求解电路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电工教学车间或 EDA 实训室，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或电路仿真软件。

任务一：认识过渡过程及换路定律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过渡过程的概念和产生过渡过程的原因

2.知道换路定律的内容

3.知道初始值的分类和影响因素

能力目标：1.能判断电路是否有过渡过程

2.能写出换路定律的内容

3.会计算初始值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任务描述】：认识过渡过程，学习换路定律

【任务准备】：什么是过渡过程？过渡过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换路定律的内容是什

么？换路定律的表达式是怎样的？什么是初始值？如何求初始值？

【任务实施】：

1.应用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观察开关闭合时纯阻性电路、感性电路、容性电路中

各个灯泡电压的变化，作出灯泡电压的波形图，分析灯泡发光情况。

2.认识过渡过程。学习过渡过程知识，并完成相关的问答测试。

3.学习换路定律。学习换路定律知识，了解初始值的概念和求取方法，并通过相关练习

检验学习效果。

任务二：观测和分析电容器的充放电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的概念

2.知道电容器的充放电电路的特点

3.知道 RC 电路的时间常数表达式

能力目标：1.能描述电容器充、放电电路的变化规律

2.能作出电容器充、放电电路的电压波形图

态度目标： 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

【任务描述】：观测和分析电容器的充放电规律

【任务准备】：什么是电容器的充电？什么是电容器的放电？RC 电路充电和放电时电容

电压是如何变化的？其物理实质是什么？

【任务实施】：

1.用电路模板进行 RC 充放电测量。通过分别调节电阻和电容的大小、开关的开闭，用

示波器测量 RC 电路的充放电波形，总结相应的波形变化规律，讨论并总结影响充放电时间

的因数。

2.按小组学习 RC 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的分析，总结其变化规律，

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3.通过例题练习检验学习效果。



任务三：观测和分析励磁回路的充放电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 RL 电路的时间常数表达式

能力目标：能说明励磁回路放电时短路电阻的作用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任务描述】：观测和分析励磁回路的充放电的规律

【任务准备】：励磁回路充电和放电时电感电流是如何变化的？其物理实质是什么？该

回路的变化规律与 RC 充放电电路有何异同点？

【任务实施】：

1.要求学生比照 RC 充放电电路，自己设计学习任务书，完成对该任务的学习。

2.通过练习检验学习效果。

任务四：计算一阶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知道一阶电路分析的三要素法的思路

能力目标：能用一阶电路分析的三要素法求解电路

态度目标：用眼也用心，观察事物，发现其中的规律

【任务描述】：用一阶电路分析的三要素法求解一阶电路

【任务准备】：什么是电路的全响应？全响应有几种变化趋势？能否套用一个固定公式

直接求得电路的响应？如果这个公式存在，它的表达式是怎样的？

【任务实施】：

1.观测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应用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观测一阶 RC 电路全响应的三

种情况，作出对应电路的电容电压波形图，并对比三个电路，得出结论。

2.学习一阶电路的三要素法。要求学生按照给定的步骤，一步一步完成确定初始值、稳

态值、时间常数的计算，最后代入给定的三要素公式求得电路的响应。要求学生阐明三要素

公式中各物理量的意义，并总结三要素法的解题步骤。

学习项目十：认知变压器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互感应现象和变压器，了解变压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掌握互感应现象的物理实质；学习同名端的概念，学会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通过分析计

算磁耦合电路，掌握含互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方法；分析计算变压器的磁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变压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知道互感应现象产生的原因

3.知道同名端的概念

4.知道判断互感线圈同名端的方法



5.知道互感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

6.知道含互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

7.知道铁磁物质磁化的概念和过程

8.知道铁磁物质的分类及特点

能力目标：

1.能正确描述互感应现象

2.能说出同名端的概念

3.会根据定义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4.会用实验的方法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5.能分析计算含互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

6.能作出铁磁物质的磁化曲线

【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具有电脑和投影仪；电工教学车间或 EDA 实训室，具备相

关仪器仪表、元器件和操作台或电路仿真软件。

任务一：认识互感应现象和变压器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变压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知道互感应现象产生的原因

能力目标：能正确描述互感应现象

态度目标：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任务描述】：认识变压器，认识互感应现象

【任务准备】：变压器有何用途？其结构是怎样的？变压器是如何工作的？什么是互感

应现象？互感应现象属于电磁感应现象吗？决定互感系数的因素有哪些？

【任务实施】：

1.观看有关变压器方面的生产教学片，总结变压器的用途、结构和工作原理。

2.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相关的互感线圈的测量任务，并根据测量结果，得出结论。

3.学习互感应现象的相关知识，总结互感应现象的产生原因、互感系数的决定因素、耦

合系数的概念。

任务二：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同名端的概念

2.知道判断互感线圈同名端的方法

能力目标：1.能说出同名端的概念

2.会根据定义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3.会用实验的方法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态度目标：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



【任务描述】：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任务准备】：什么是互感线圈的同名端？互感电压与同名端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用

定义和实验法判断同名端？

【任务实施】：

1.同名端概念的学习。（1）阅读相关资料，了解同名端的定义。（2）根据同名端的定

义，判断两个线圈的同名端。

2.判断互感电压与同名端的关系。

3.学习同名端的判断。(1) 学习直流判别法，依据本方法判断实验电路中的同名端；（2）

学习交流判别法，在仿真电路中，用交流判别法判断互感线圈的同名端。

任务三：分析计算磁耦合电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互感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

2.知道含互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思路

能力目标：能分析计算含互感元件的正弦交流电路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勤奋好学，不怕困难的学习态度

【任务描述】：分析计算磁耦合电路

【任务准备】：什么是耦合电感的顺向串联和反向串联？顺向串联和反向串联各自具有

哪些特点？如何利用这些特点判断同名端以及测量互感系数？

【任务实施】：

1.按照要求，逐步完成对耦合电感线圈串联电路的分析，得出顺向串联和反向串联的表

达式。

2.学习耦合电感线圈串联的实用意义。说明如何应用耦合电感线圈串联的特点来判断同

名端以及测量互感系数。

任务四：分析计算变压器的磁路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知道铁磁物质磁化的概念和过程；2、知道铁磁物质的分类及特点

能力目标：能作出铁磁物质的磁化曲线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

【任务描述】：分析计算变压器的磁路

【任务准备】：自然界的物质，按其导磁能力可以分为哪两大类？什么叫铁磁物质的磁

化？铁磁物质磁化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是 B-H 曲线？什么是剩磁？什么是矫顽力？什么是

磁滞损耗？磁滞损耗的大小与磁滞回线面积有何关系？铁磁物质分为哪两大类？软磁、硬磁

材料有什么特点？什么是涡流损耗？如何减少铁心损耗？

【任务实施】：学习铁磁物质的磁性能的相关知识，完成相关问答。

7.教学实施建议



7. 1 教师要求

7.1.1 基本要求 具有从事教育教学的职业道德素质和身体条件，具有高校教师资格。

7.1.2 学历、专业要求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7.1.3 （下）现场工作要求 从事过现场工作或每年有 1 个月下现场学习（培训）经历。

7.1.4 其他要求 具有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

7.2 教学环境要求

要求有多媒体教室，具备电脑和投影仪；要求有实训室，具备电工常用工器具和电工仪

器仪表或电路仿真软件。

7. 3 教学方法建议

尽量采用“教学做”合一的一体化教学法或任务驱动教学法，配合具体内容，也可选用

视听教学法、案例讨论法、角色扮演法、讲授法、问题教学法、实验法、测验法、小组研讨

法、演讲法等方法。方法应不拘一格，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目标。

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达到基本的教学要求。要

加强对学生的辅导和指导。

7. 4 教材选用

应尽量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优先选用获奖教材。可选用以下参考教材：

《电工技术及应用》 孙爱东等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

《电路基础》 程隆贵等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

《电路基础》 贺洪江、王振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路基础》 王惠玲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也可选用其他类似教材或自编教材。

7. 5 教学资源

7.5.1 教学设施设备 教学设施设备齐备，能满足教学的要求。各班级有单独的多媒体

教室，有电脑和投影仪；电工技术实训室，有实验实训设备 25 台，型号 XK-DG2A，有 50 个

工位可供使用；EDA 实训室，有实训设备 37 台，装备有电路仿真软件。电工教学车间，有

一体化学生机 25 台，有 50 个工位可供使用。

7.5.2 多媒体教学资源 我院建有精品课程网站，其中《电工技术》精品课程荣获 2010

年教育部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精品课程，该精品课程中有全套的教学课件、教案、试题

库、教学大纲、学法指导等教学资料可供查看和下载。

7. 6 考核与评价

7.6.1 理论教学考核要求：

本课程理论教学采用笔试方式，主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笔试分数的各部分比例大体是：识记占 20%，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

占 20%。

笔试题型一般为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绘图题以及论述题（论述



题不做必须要求）等；组卷方案可参照：填空题 10～15 题，选择题、判断题 10～20 题，简

答题 5～7 题，计算 4～6题，绘图或论述 1～2 题。

笔试命题应覆盖到各单元，并须突出重点。试题的难度分为：易、一般、较难、难四个

等级，其分数比例一般是 3∶3∶3∶1。

7.6.2 实践教学考核要求：

一体化教学任务和实验的完成情况占 70%、一体化教学任务书和实验报告项目占 30%，

不单独考核。

7.6.3 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学生学业成绩＝笔试成绩＋实践成绩＋平时成绩。

学业成绩组成的大体比例是：

笔试成绩∶实践成绩∶平时成绩＝5∶2∶3。

8．附加说明

8.1 本标准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工教研室制定并解释；

8.2 本标准制定人：孙爱东

8.3 本标准审核人：赵立勋

8.4 本标准批准人：霍宇平

8.5 本标准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发布并实施。



《电力生产安全技术》课程标准 

标准编码：GD3-30-2020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 

学时：56，学分：3.5学分。 

2．制订依据   

2.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3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2.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

36号） 

2.5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 

2.6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教发[2014]6号 ） 

2.7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教职成[2016]3号） 

2.8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

[2015]6号） 

2.9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人才培养方案》 

2.10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 

2.11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家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人员职业能力培训规范》 

2.12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变电运行值班

员》 

3. 课程性质和作用   

本课程是供用电技术专业核心课程。也是一门与现场工种对应的职业课程，是一门理论

与实践高度结合的课程，该课程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在安全方面的专

业技能，使学生毕业后在从事相应岗位的工作中，具备扎实的岗位技能。 

本课程的作用是：通过一体化教学及讲授、自学、练习等手段，使学生具备高素质技能

型专门人才所必备的电力安全知识和电力安全操作技能，不仅可以胜任相应岗位，而且为学

生从事相应岗位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并为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打下基础。 

4．课程设计 

4.1课程设计依据 

依据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本课程。 

http://www.baidu.com/link?url=TGvKNkXMKisxSWS-7hm6I7F3Su_WfCbW0CP5sIDguOtwXmIJDlXKHtktKQBbFoNNue9gDoyU9x9X-HtqULkFCK-r1V26cEMnIQHkHc6O4zlYiKSgvbgMySAKamnzZIDUUslbSI1CDYjjqdX9Bb1HKCmBJeoyeI47fJxH4RvVeR1ky0EdyqKaiMv9t6ok6zH_-SxFbS_peaJiCL3i2WV5weKK2xL_fQ3PS_V6RbJ39J6ok0hI-FQr-7_lG75_FuFPcX_bq2jTiZsCgcZ-K7-P4I8H9i4xr2gSrsTcVb1Mwqw7PBorWxAPUjsH4ls5Pkg-wCvo_phbwLpoK9TTyp7xXnJltZZJDG_Za_T9xRlO_izjkED4jbwmoQgz_M7ZGgPtzZ4PBxlYuoUbsrwAu3opFVCri_dNOSCjTIyYUBbDzQHNu-2NU8_gMIzXqxZKrO0Bb1oFHN8UtCgs7YHOwFw5w63Z4shHDuuf_uWnOXgjwC7syOoJeBkxGVp7KPb0oMsJysw5YG3et54FLd-Tq60qhFyVVcipjXbc4cqexGgHLBqOIzO-rAk4g2CctEI-b7apyM5iLKjbt62KZzZ2wKjCTmhWieVOWSM8JshsW0I8aVXB3dMYA6niMQSz5i_bY3JQsmxgaap81UqYvhl6cG-ruZby5eTrDp-S-1k8IcShgL_


4.2教学内容选择 

电力安全技术课程根据电力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从业岗位调研，与企业能工巧匠、技术主

管一起，根据工作领域和岗位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以岗位任务为培养导

向，以安全员职业资格标准为培养目标。以实用为度，采用项目——任务教学，主要内容包

括人身触电及其防护、电气安全工器具、电气作业的安全措施、电气火灾的预防与扑救。将

电力安全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技能有机地融合，配合安全技术情景实训，培养学生具有电力安

全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技能操作能力。 

5.课程目标 

5.1知识目标 

1.知晓安全用电中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分析方法。 

2.了解与安全用电有关的安全用电规范及法律法规。 

3.知晓用电事故的调查处理程序。 

4.掌握电气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5.掌握防触电技术的相关知识。 

6.掌握发电机、高压电气设备、电力变压器、互感器电力电容器等设备的原理、结构及

运行管理维护的安全技术措施。  

7. 掌握雷电的形成种类，熟悉建筑物防雷分类，掌握防雷装置的原理及安全技术要求。  

8.掌握燃烧爆炸的原理和相关技术要求。 

5.2能力目标 

1、具备防止人身触电的安保措施制定工作能力； 

2、具备防止雷电事故发生的保护措施制定工作能力； 

3、具备编制电气安全工作制度的工作能力； 

4、具备消防工作能力； 

5、具备触电急救工作能力； 

1.能识别现场中过电压防护设备并能简单说明各设备的作用。 

2.能正确使用电流型漏电保护器。 

3.具备触电急救的技能。 

4.能正确使用常用灭火设备。 

5.能正确使用常用安全用具。 

6.会针对不同的供配电系统采取适当的人身防触电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措施。 

7.会填写倒闸操作操作票，并熟悉现场倒闸操作的安全技术要求。 

5.3思政目标 

1.具有理解和应用电力安全知识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和敬业爱岗的精神。 



6.课程教学活动设计及课程内容 

6.1 课程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1. 课程结构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任务序号 任务名称 教学活动设计 

学

时 

一 
电气安全

常识 

任务一 安全用电的意义 

在课堂教学进行，

结合案例增强安全

认识教育,掌握触

电急救要领。 

14 

任务二 电流对人体伤害的种类 

任务三 
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影响

因素 

任务四 人体触电的方式 

任务五 触电事故的成因及规律 

任务六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任务七 触电急救 

二 
人身触电

的防护 

任务一 绝缘措施 

在引出问题并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教

学，要求学生掌握

必要的基本人身触

电防护技能，并注

意安规教育。 

16 

任务二 间距 

任务三 屏护 

任务四 保护接地 

任务五 保护接零 

任务六 使用剩余电流保护动作器 

任务七 安全电压 

任务八 其他电气设备的检查 

三 
电气工作

安全措施 

任务一 电气工作安全组织措施 

在结合现场工作执

行情况进行教学，

强调执行规范性，

严格性，坚决防止

误操作事故发生。 

12 

任务二 电气工作安全技术措施 

任务三 电气倒闸操作安全技术 

任务四 防止误操作的措施 

任务五 
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

预控措施 

 四 
电气安全

用具 

任务一 安全工器具的使用与管理 
在结合实际工作情

况进行教学，强调

安全工器具使用与

管理的规范性，严

格性，杜绝不规范

行为。 

8 任务二 辅助安全用具的使用与管理 

任务三 基本安全用具的使用与管理 

任务四 防护安全用具的使用与管理 

五 电气设备 任务一 火灾与爆炸 在案例教学中进行 6 



防火与防

爆 

任务二 电气火灾和爆炸的原因 学会灭火器的正确

使用方法。 
任务三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六 
电气设备

防雷 

任务一 雷电机理及雷电种类 
在引出问题并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教

学，要求学生掌防

雷知识，并注意安

规教育。 

8 

任务二 防雷装置 

2. 学习项目内容与要求 

项目一   电气安全常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力系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加强对电力系统的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能力目标：1．能说出电力安全生产的原则；  

                       2．能说出电流对人体伤害的种类； 

3. 知晓人身触电伤害程度的影响因素； 

4. 知道人身触电的方式； 

5. 知晓造成触电事故的原因和一般规律； 

6.掌握触电急救的要领； 

7.理解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 

【教学环境】：在教室基地进行，可以通过教学短片介绍电力系统的安全案例。 

任务一  安全用电的意义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理解安全用电的意义。                              

能力目标：提升自身用电时的安全意识，防范用电风险。              

【任务描述】：：安全用电的意义。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理解安全用电的意义。 

【相关知识】：用电风险。 

任务二  电流对人体伤害的种类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击和电伤的概念。     

能力目标：正确区分电击和电伤，对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整体认识。             

【任务描述】：：电击和电伤的概念。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课堂展示，将电击、电伤对人体的伤害向学生讲清楚，使学生养成

严格遵守安规、自觉规范操作工作的态度。 

【相关知识】：电击和电伤的危害。 

任务三  人身触电伤害程度的影响因素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影响触电伤害程度的因素有哪些。                              

能力目标：会分析各种影响因素。            

【任务描述】：：人身触电伤害程度的影响因素。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人身触电伤害程度的影响因素的介绍。 

【相关知识】：感知电流、摆脱电流、致命电流、最危险的路径等。 

任务四  人身触电方式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知道人身触电的方式有哪些。                              

能力目标：会分析不同触电方式造成的伤害程度有什么不同。 

【任务描述】：：人身触电方式。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人身触电方式的介绍。 

【相关知识】：跨步电压触电、接触电压触电。 

任务五  触电事故的成因及规律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理解造成触电事故的原因；了解发生触电事故的一般规律。    

能力目标：掌握不同生产场合预防触电事故的一般规律。                   

【任务描述】：：造成触电事故的原因。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针对一个事故案例，能够简要分析造成触电事故的原因。 

【相关知识】 发生触电的人为因素。 

任务六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了解我国关于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能力目标：理解法律对维护安全生产和劳动者安全作业的相关规定。               

【任务描述】：：安全生产相关法律体系及主要内容。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利用法律手段保障生产的安全和劳动者自身的安全。 

【相关知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 

任务七  触电现场急救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人身触电急救要点。                              

能力目标：会进行现场触电急救操作。                

【任务描述】：：通过分析及演示等手段，让学生了解人身触电现场急救。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人身触电现场急救的介绍并现场操作，指导学生掌握操作要点。 

【相关知识】：心肺复苏法。 

项目二  人身触电的防护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人身触电伤害及其防护。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人身触电伤害；  

能力目标：1.能知道绝缘、间距、屏护等防护措施； 

2.能知道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原理及措施； 

3.能说出剩余电流保护动作器应用的场合。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安全实验室。 

任务一  绝缘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测试原理；绝缘的相关概念。   

             能力目标：1)用摇表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 

2)在设备现有绝缘措施的基础上，加强设备绝缘的措施。 

【任务描述】：：用摇表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摇表的使用； 

【相关知识】：绝缘的相关概念。 

任务二  间距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设置电力线路和配电装置安全距离的意义； 

2)了解常见电压等级下电力线路安全距离； 

3)了解常见配电装置的安全距离。 

能力目标：利用相关规程设计配电装置的安全距离。               

【任务描述】：：人身触电伤害程度的影响因素。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了解常见的屏护措施及其安全条件。 

【相关知识】：常见配电装置的安全距离。 

任务三  屏护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理解设置屏护措施的意义； 

2)了解常见的屏护措施及其安全条件。                  

能力目标：辨识常见的屏护措施，了解其安全条件。 

【任务描述】：：常见的屏护措施。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常见的屏护措施及其安全条件。 

【相关知识】：设置屏护措施的意义。 

任务四  保护接地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了解保护接地应用的场合； 

2)掌握保护接地的原理及特点。                     

能力目标：会分析保护接地设置的原则和场合。                



【任务描述】：：直接触电的防护措施。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保护接地设置的原则和场合。 

【相关知识】：保护接地的原理。 

任务五  保护接零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了解保护接地应用的场合；掌握保护接地的原理及特点。                             

能力目标：会分析了解保护接地设置的原则和场合。               

【任务描述】：：间接触电的防护措施。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保护接地设置的原则和场合。 

【相关知识】：保护接零的原理。 

任务六  使用剩余电流保护动作器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漏电保护装置的使用。                              

能力目标：会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漏电保护装置。                

【任务描述】：：漏电保护装置的使用。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漏电保护装置使用及原理的介绍。 

【相关知识】：漏电保护装置的性能参数。 

任务七  安全电压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安全用电使用的场合  

【任务描述】：：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电压等级的安全电压。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不同生产场合下选择不同电压等级的安全电压。 

【相关知识】：安全电压的电源和回路配置。                                            

项目三  电力工作安全措施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力工作安全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力工作安全措施的内容；  

能力目标：1. 能说出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2．能说出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3．能说出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的执行程序‘ 

4．能说出带电作业的安全措施的执行程序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安全用电实训室。 

任务一  电气工作安全组织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内容。                              

能力目标：能知道保证安全组织措施的执行程序。                



【任务描述】：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内容和执行过程要求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现场组织措施的执行视频课件进行形象教学，加深学生对组织措施

执行程序的印象 。 

【相关知识】：保证安全组织措施的重要性。 

任务二  电气工作安全技术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内容。                              

能力目标：能知道保证安全技术措施的执行程序。                

【任务描述】：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内容和执行过程要求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现场技术措施的执行视频课件进行形象教学，加深学生对技术措施

执行程序的印象 。 

【相关知识】：保证安全技术措施的重要性。 

任务三  电气倒闸操作安全技术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内容。                              

能力目标：能知道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的执行程序。                

【任务描述】：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内容和执行过程要求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现场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的执行视频课件进行形象教学，加深学生

对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执行程序的印象 。 

【相关知识】：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任务四  防止误操作的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设备防止误操作的措施。                              

能力目标：正确操作电气设备，防止误操作的发生。                

【任务描述】：带电作业的安全措施内容和执行过程要求分析。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现场防止误操作措施的执行视频课件进行形象教学，加深学生对带

电作业的安全措施执行程序的印象 。 

【相关知识】：误操作的措施的重要性。 

任务五  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内容。                              

能力目标：能知道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的执行程序。                

【任务描述】：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内容和执行过程要求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现场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的执行视频课件进行形象



教学，加深学生对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执行程序的印象 。 

【相关知识】：电力生产作业中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的重要性。 

项目五  电气安全工器具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气安全工器具。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安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1.能知道电气安全工器具的种类； 

2.会电气安全工器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3.会选择电气安全工器具。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电气安全工器具室。 

任务一  电气绝缘安全用具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绝缘安全用具的种类、原理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熟练使用各种电气绝缘安全用具。                

【任务描述】：：电气绝缘安全工器具的使用与管理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图片和多媒体手段进行安全工器具的使用与管理，指导学生会结合

实际工作掌握安全工器具的使用 。 

【相关知识】：安全工器具管理制度。 

任务二  一般安全用具的使用与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一般安全工器具使用方法和管理制度。                              

能力目标：能知道一般安全工器具的类别及其使用注意事项。                

【任务描述】：：一般安全工器具的使用与管理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图片和多媒体手段进行一般安全工器具的使用与管理，指导学生会

结合实际工作掌握一般安全工器具的使用 。 

【相关知识】：一般安全用具包括的工具类型。 

项目五  电气设备防火与防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气火灾的预防与防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火灾的预防与扑救；  

能力目标：1. 能知道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方法有几种； 

2. 能知道常用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3. 能知道电气火灾和爆炸的种类。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安全用电实训室。 

任务一  火灾与爆炸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火灾与爆炸的基本原理。                              

能力目标：能制定防止火灾与爆炸发生的技术措施。。                



【任务描述】：火灾形成分析和爆炸的原理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对燃烧形成分析和爆炸的原理分析，引导学生总结燃烧的条件和灭

火有哪些方法 。 

【相关知识】：爆炸的条件和爆炸的种类。 

任务二  电气火灾和爆炸的原因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火灾和爆炸的原因。                              

             能力目标：能知道电气火灾和爆炸的种类。                

【任务描述】：电气火灾和爆炸原因的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对电气火灾和爆炸原因的分析，引导学生总结电气火灾和爆炸的种

类。 

【相关知识】：爆炸场所的分类。 

任务三  常用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常用灭火器的种类。                              

能力目标：能知道常用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任务描述】：常用灭火器灭火的原理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对常用灭火器灭火的原理分析，引导学生总结几种常用灭火器的不

同点。 

【相关知识】：通过网络了解新型灭火器材。 

任务四  电气火灾的扑救方法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气火灾扑救方法。                              

             能力目标：能知道电气火灾扑救方法的种类。                

【任务描述】：电气火灾扑救方法的分析。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材料和工器具；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通过对电气火灾扑救方法分析，引导学生总结电气火灾扑救方法种类。 

项目六  电气设备防雷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气设备防雷技术。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熟悉雷电机理及雷电种类； 

2.掌握防雷装置的应用场合。  

能力目标：能正确说出防雷装置的种类及应用场合；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教室。 

任务一  雷电机理及雷电种类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雷电发生机理及雷电危害种类。                             



能力目标：掌握雷电发生机理及雷电危害预防。                

【任务描述】：：掌握雷电发生机理及雷电危害预防。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雷电危害分析；3.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

互动。4、师生或同学之间互评。 

【任务实施】：通过雷电事故调查处理分析，引导学生总结雷电的预防。 

任务一  防雷装置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防雷装置的种类、原理及其应用。                               

能力目标：掌握防雷装置的选用、安装及其维护。                

【任务描述】：防雷装置的种类、原理。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制订实施方案；2.防雷装置的选用、安装及其维护；3.学

生之间和师生之间互动。4、师生或同学之间互评。 

【任务实施】：通过防雷装置原理分析，引导学生总结防雷装置应用场合。 

7.教学实施建议 

7.1教师要求 

具备一支由课程负责人、主讲教师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的双师结构合理的师资团

队。 

1、具备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并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 

2、具备独立开发基于工作过程课程的能力； 

3、课程“双师”素质教师（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企业经历）的比例要达到 80%

以上； 

4、聘请由来自电力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的技术能手和能工巧匠讲授实践技能课程，并

注重对他们教学能力的培训； 

5、教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7.2教学环境要求 

校内有良好的学习和实训场所：多媒体课室、电器设备实训场等。校外有多个长期的实

训基地。 

7.3教学方法建议 

1.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是情景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示范和学生操作训练有机结合，

营造学生自主学习平台。 

2.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以工作任务

引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 

3.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注重学生方法能力的培养。 

7.4 教材选用 

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优先选用“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全国高职高专电气

类精品教材和获奖教材。 

1．教师应根据课程目标，针对学习情境中的每个任务编写任务工单。 



2．为满足课程教学质量要求，应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包括:课程教材，教辅教

材(实训、习题指导书)，多媒体 PPT课件，视频录像，学习指南，工作任务书等。 

3．充分利用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电子书籍和互联网等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7.5考核与评价 

1．对学生学业评价，要改变原来重理论轻实践的做法，关注评价的多元性，注重过程

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要重视结果的正确性，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和完成工作

任务的态度、实际操作能力、做事规范程度、完成作业等过程评价。 

2．实训考核相对独立，评价方式由百分制考核改为等级制考核，课程考核方案突出整

体性评价。 

3．考核方式采用笔试、口试、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4．课程成绩=笔试成绩（60%）+实践成绩（10%）+平时成绩（30%） 

8．附加说明    

8.1 本标准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教研室制定并解释； 

8.2 本标准制定人：张丽珍   申麦琴  

8.3 本标准审核人：赵立勋   贺曙红（中化二建集团） 

8.4 本标准批准人：霍宇平 

8.5 本标准于 2020年 9月 1日发布并实施。 



《电能计量与装表接电》课程标准 

标准编码：GD3-24-2020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 

学时：56学时，学分：4学分。 

2．制订依据   

2.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3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 

2.4 国发[2014]19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2.5 教职成[2015]6号《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

见》。 

2.6 教职成[2017]3号《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2.7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8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 

2.9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人员职业能力培训规范》 

2.10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装表接电工》 

3. 课程性质和作用 

本课程是供用电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是培养装表接电工、变电站值班员、继电保护工、电力

负荷控制员等优秀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必修课程，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今后就业奠定

电能计量与装表接电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 

本课程主要学习电能计量的基本知识、计量装置安装、计量装置误差校验、计量装置错接线

分析、防窃电与反窃电、电能计量新技术，培养学生供电营销计量的基本分析能力，为学生

从事和装表接电等营销相关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相关课程有《电路分析与应用》、《电子装置设计与实践》，后续课程为《电力客户服务》、《用

电管理》等专业课程。 

4．课程设计 

4.1课程设计依据 

本课程标准依据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供用电技术专

业岗位与职业能力分析而制定。《电能计量与装表接电》课程作为一门专业核心课全面、系

统地介绍了电能计量和装表接电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为培养工作在电力企业行业一线的

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以电能计量装置的认知、安装、调试和检测为基础，形成了理论与



实践自然融合，达成理论和实践教学一体化的设计思想，我们与电力行业、企业的工程师、

专家合作，以行业和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进

行系统化的项目课程开发，充分体现了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符合工学结合的特

点。 

4.2教学内容选择 

根据电力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依据能够胜任供用电技术专业所面向的就业岗位所必需的知

识与能力来选取学习内容。学习内容以模块化的形式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突出装表

接电的能力，通过实践增强相关技能水平，并兼顾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加强使用向

量图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注重体现知识

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并与实际生产相结合，逐步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 

教学内容上涉及：电能计量的基本知识、电能表概述、常用电能表、测量用互感器、电能计

量装置的安装及接电、多功能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故障分析、多功能电能表的检定、三相

多功能电能表的发展趋势、电能计量新技术、自动抄表方式、电能计量管理、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等。 

5.课程目标 

5.1知识目标 

1.能说出电能计量的基本概念； 

2.知道电能表、测量用互感器的构造、原理、特性、内部接线、误差和调整原理； 

3.能描述多功能电能表； 

4.知道电能计量装置的接线要求； 

5.能说出电能计量的新技术； 

6.能说出自动抄表方式； 

7.能描述电能计量管理的内容； 

8.知道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和构成。 

5.2.能力目标 

1.能够识读电能计量装置接线图的能力； 

2.具有正确安装电能计量装置的能力； 

3.具有检查电能计量装置故障及接线错误的能力； 

4.能分析计算因电能计量装置故障及接线错误引起的退、补电量； 

5.具有电能表的检验、调整能力具有检定互感器的能力； 

6.能够正确抄读、核算电量和电费。 

5.3素质目标 

1.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 

2.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自觉学习的好习惯； 

3.具有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团队意识； 



4.具有理解和应用规程、标准的能力； 

5.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6.课程教学活动设计及课程内容 

6.1 课程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一 
电能计量的基本知

识 

任务一 电能计量装置概述 

在专业教室进行理论

教学，结合教材，注

重教学素材的选取。 

2 

任务二 电能表 4 

任务三 测量互感器 8 

二 
电能计量装置的接

线与安装 

任务一 
单相电能表的接线与安

装 在专业教室进行理论

教学，结合教材与实

物，注重教学素材的

选取。 

6 

任务二 
三相四线电能表的接线

与安装 
8 

任务三 三相三线电能表的接线 8 

三 
电能计量装置错误

接线检查 

任务一 相位伏安表的使用 

在专业教室进行理论

教学，结合教材，注

重教学素材的选取。 

2 

任务二 相量图分析 4 

任务三 更正系数的相关计算 4 

任务四 退、补电量的计算 2 

四 
电能计量装置的校

验 

任务一 电能计量装置的校验 
 在装表接电实训室

进行一体化教学，结

合教材，注重教学素

材的选取。 

2 

任务二 
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

差计算 
2 

五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 

任务一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的构成 
在专业教室进行理论

教学，结合教材，注

重教学素材的选取。 

2 

任务二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的功能 
2 

6. 2学习项目内容与要求 

学习项目一  电能计量的基本知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电能计量装置，知道电能表的分类及铭牌参数，掌握互感

器的类型及接线方式。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知道电能计量装置的组成及各部分作用； 

2.掌握电能表的类型及结构； 

3.掌握电能表铭牌参数； 

4.掌握互感器的类型及使用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1.能认识不同类型的电能表； 

2.能根据电能表铭牌分析电能表基本参数。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专业教室。 



任务一  电能计量装置概述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知道电能计量装置的组成及各部分作用。 

能力目标：能说出电能计量装置的组成以及各部分的作用。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的兴趣。 

【任务描述】：认识电能计量装置，能说出各部分的作用。 

【任务准备】：任务前，学生检索相关资料，了解国内计量装置的发展情况。 

【任务实施】：学生分组查阅资料；教师讲授电能计量装置的类型及作用；学生小组相互考

问，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电能；电能表；互感器；二次回路；计量箱。 

任务二  电能表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知道电能表的作用； 

                       2.了解电能表的类型； 

                       3.知道电能表铭牌参数的含义。 

能力目标：1.能说出电能表的作用及类型； 

                       2.能根据给定电能表铭牌说出电能表的参数要求。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任务描述】：认识电能表的结构、铭牌。 

【任务准备】：任务前，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国内电能表的概况。 

【任务实施】：学生分组查阅资料；教师讲授电能表的作用、类型及铭牌参数；学生小组相

互考问，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电能表；电能表参数；准确度等级。 

任务三  测量互感器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知道测量用互感器的类型和工作原理； 

                       2.掌握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法 

                       3.掌握互感器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1.能认识互感器的符号和铭牌参数； 

2.会绘制互感器接线； 

3.能说出不同类型互感器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任务描述】：认知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任务准备】：任务前，学生检索相关的互感器的知识，了解国内互感器的发展情况。  

【任务实施】：学生分组查阅资料，讨论国内互感器的概况；教师讲授互感器的类型及接线；

学生绘制互感器的接线图，说出互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相关知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相序。 

【学习情境（项目）总结】：通过对电能计量装置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计量装置各部分



的作用，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复习思考】：本学习情境的学生课后练习与思考。 

 

学习项目二  电能计量装置的接线与安装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单相电能表、三相电能表的接线与安装。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电能计量装置的接线原则； 

2.掌握单相电能表的接线方法； 

3.掌握三相电能表的接线方法。 

能力目标：1.能画出单相电能表的接线图； 

2.能画出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线图； 

3.能画出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线图；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专业教室，电能表仿真接线实训室，装表接电实训室。 

任务一  单相电能表的接线与安装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单相电能表的接线原则； 

2.掌握单相电能表的接线方法。 

能力目标：能画出直通式单相电能表接线图；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任务描述】：绘制单相电能表的接线。 

【任务准备】：查阅资料，找出单相电能表的接线案例。 

【任务实施】：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 准备需要绘图工具；3.教师讲授单相电

能表接线原理；4.小组互评。  

【相关知识】：电压回路；电流回路；开路；短路。 

任务二  三相四线电能表的接线与安装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三相四线电能表的接线原则； 

2.掌握三相四线电能表的接线方法。 

能力目标：1.能画出直通式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线图； 

          2.能画出带互感器的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线图。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 

【任务描述】：绘制三相四线电能表的接线。 

【任务准备】：查阅资料，找出三相四线电能表的接线案例。 

【任务实施】：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 准备需要绘图工具；3.教师讲授三相四

线电能表接线原理；4.小组互评。  

【相关知识】：电压回路；电流回路；直通式；高供高计。 

任务三  三相三线电能表的接线与安装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三相三线电能表的接线原则； 

2.掌握三相三线电能表的接线方法。 

能力目标：1.能画出直通式三相三线电能表接线图； 

          2.能画出带互感器的三相三线电能表接线图。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任务描述】：绘制三相三线电能表的接线。 

【任务准备】：查阅资料，找出三相三线电能表的接线案例。 

【任务实施】：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 准备需要绘图工具；3.教师讲授三相三

线电能表接线原理；4.小组互评。 

【相关知识】：电压回路；电流回路；接地。 

【学习情境（项目）总结】：通过单相电能表和三相电能表的接线与安装，使学生能够正确

进行接线安装能力，培养学生的安全、规范意识。 

【复习思考】：本学习情境的学生课后练习与思考。 

学习项目三  电能计量装置错误接线检查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能计量装置错误接线检查。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知道相位伏安表的使用方法； 

2.掌握相量图的绘制方法； 

3.掌握更正系数的计算方法； 

4.知道退补电量的计算公式。 

             能力目标：1.会使用相位伏安表； 

2.能根据测量数据绘制相量图； 

3.能进行退补电量的计算。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专业教室，电能表仿真接线实训室，装表接电实训室。 

任务一  相位伏安表的使用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相位伏安表的功能； 

2.掌握相位伏安表的使用方法。 

能力目标：1.能使用相位伏安表在电能计量装置上进行电压、电流、相位、功率等参数的测

量。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使用工具的习惯。 

【任务描述】：能够正确使用相位伏安表。 

【任务准备】：查阅资料，看懂仪表使用说明书。 

【任务实施】：1.分组观察相位伏安表，研究表盘参数；2.教师现场测量电压、电流、相位；

3.小组轮流测量；4.小组自评，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相序；相电压；相电压；相位角。 



任务二  相量图分析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三相电压相量图绘制； 

2.掌握三相电流相量图绘制。 

能力目标：1.能根据相位伏安表在电能计量装置测量数据绘制相量图。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追根溯源的研究精神。 

【任务描述】：能够根据测量参数进行相量图绘制、分析。 

【任务准备】：查阅相关书籍，资料，理解超前、滞后的绘制方法。 

【任务实施】：1.测量计量装置参数；2.教师根据现场参数进行相量图绘制讲解；3.学生绘

制相量图；4.学生相互交流考问，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相序；超前；滞后；相位角。 

任务三  更正系数的相关计算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更正系数的定义。 

能力目标：1.能在相量图上找出相位角； 

          2.能计算出更正系数。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精准的计算能力。 

【任务描述】：更正系数的相关计算。 

【任务准备】：查阅相关书籍，找出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 

【任务实施】：1.分组讨论计算方法；2.教师讲授更正系数计算方法；3.小组练习；4.小组

自评，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更正系数；相位角。 

任务四 退、补电量的计算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退补电量的含义； 

2.掌握退补电量的计算方法。 

能力目标：1.能利用更正系数进行电量退补； 

2.能根据计算结果进行错误接线的改正。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工作习惯。 

【任务描述】：退、补电量的计算。 

【任务准备】：讨论电能计量装置中退、补的含义。 

【任务实施】：1.教师讲授退补电量的计算方法；2.小组练习；3.小组自评，互评；4.教师

评价。 

【相关知识】：退补电量。 

【学习情境（项目）总结】：通过电能计量装置错误接线分析，使学生能够利用仪器采用合

适的方法，对计量电能进行正确的退补及接线修正，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复习思考】：本学习情境的学生课后练习与思考。 

学习项目四  电能计量装置的校验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互感器校验仪，掌握电能计量装置校验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掌握电能计量装置综合误差的计算方法。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电能计量装置的校验原则； 

2.掌握互感器校验仪的使用方法； 

3.掌握电能计量装置综合误差的计算方法。 

能力目标：1.能利用互感器校验仪进行误差分析； 

2.能计算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包容能力。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专业教室，电能表仿真接线实训室，装表接电实训室。 

任务一  电能计量装置的校验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电能计量装置的校验原则； 

2.熟悉互感器比差、角差的测量原理。 

能力目标：1.能使用互感器检验仪； 

2.能调整互感器比差、角差。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任务描述】：会进行电能计量装置的校验。 

【任务准备】：讨论电能计量装置误差对计量产生的影响。 

【任务实施】：从互感器误差产生的原因导入互感器误差的调整方法，引导学生探究电能计

量装置综合误差的调整与计算。 

【相关知识】：比差；角差；互感器校验仪；电能计量装置综合误差。 

任务二  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计算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的计算方法。 

能力目标：会计算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 

【任务描述】：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计算。 

【任务准备】：讨论电能计量装置误差对计量产生的影响。 

【任务实施】：从误差产生的原因导入误差的调整方法，引导学生探究电能计量装置综合误

差的调整与计算。 

【相关知识】：电能计量装置综合误差。 

【学习情境（项目）总结】：通过互感器校验仪，达到校验电能计量装置的目的。并能够进

行综合误差的计算和分析。 

【复习思考】：1.互感器校验仪如何测误差；2.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计算方法。 

学习项目五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认识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掌握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物

理构成和功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概念； 

2.掌握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物理构成； 

3.掌握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 

能力目标：1.能利用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进行用电监察； 

2.能利用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进行决策支持。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合作意识。 

【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专业教室，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模拟装置。 

任务一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构成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采集系统采集对象； 

2.熟悉采集系统逻辑构成； 

3.掌握采集系统的物理架构。 

能力目标：1.能说出采集系统的定义； 

2.能说出采集系统的物理架构以及各部分作用。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全局意识。 

【任务描述】：能说出采集系统的物理架构以及各部分作用。 

【任务准备】：讨论电能计量数据是如何采集和处理的，国家电网公司是如何下达供电指令

的。 

【任务实施】：从电能计量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要求，引导学生探究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

构成和作用。 

【相关知识】：采集；处理；分析；用电监察。 

任务二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 

能力目标：会利用采集系统的功能进行数据分析，提供决策支持。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任务描述】：能说出采集系统的功能。 

【任务准备】：讨论客户数据是如何进行采集和管理的。 

【任务实施】：从客户用电信息是如何被采集、管理和控制的，引导学生探究客户用电信息

采集系统的功能。 

【相关知识】：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 

【学习情境（项目）总结】：通过对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构成和功能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客户和电网之间是如何进行数据通信和管理的。 

【复习思考】：1.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构成；2. 客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 

7.教学实施建议 

7. 1教师要求 

基本要求:思想政治合格，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肃认真工作的态度，且应具有高等学校



教师任职资格。 

学历要求:应具有供用电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工作要求: 有较高电能计量理论水平，丰富现场装表接电经验并具有担任技能鉴定考评员

的能力。熟悉感应式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和智能电表的工作原理与结构，能熟练运用电子

仪器对电能表进行校验分析，并有企业实践的经历。 

7.2教学环境要求 

具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专业教室，装表接电实训室，抄表实训室。 

7. 3教学方法建议 

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学习

能力。教学中采用项目驱动，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采用直观教学、实物分析、案例教学、

模拟操作、多媒体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将比较抽象的内容形象生动地表达出

来，增强感性认识，突破学生普遍感到课程枯燥、设备结构和工作原理不好理解的问题，另

外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引入国家和企业相关标准和作业规范，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

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电能计量装置的新发展，及

时把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引进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对公式推导等

可以予以简化，以讲清楚思路和应用为主。 

7. 4 教材选用 

应尽量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规划的项目教程教材，优先选用获奖教材。 

参考教材： 

《电能计量》    祝小红 

《电能计量》    孙铁民 

《装表接电》    王  成 

《电测仪表》    黄奇峰  

《电能计量技术》黄  伟 

《电能计量实习》黄定镒 

7. 5教学资源 

1.国家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人员职业能力培训规范：装表接电  

2.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装表接电工》 

3.网站资源 

①职教新干线课程空间 

②北极星电力网：http://www.bjx.com.cn/ 

③中国电力联盟: http://www.cnpou.com/ 

7. 6 考核与评价 

将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项目考核、技能目标考核作为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期末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 30%，实际操作成绩，占总成绩的,40%。 



8．附加说明    

8.1 本标准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教研室制定并解释； 

8.2 本标准制定人： 王珏 毛蕴娟 

8.3 本标准审核人： 赵立勋 

8.4本标准批准人：霍宇平 

8.5 本标准于 2020年 9月 1日发布并执行。 



《发电厂变电站电气设备》课程标准 

标准编码：GD3-21-2020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 

学时：112学时，学分：7 学分。 

2．制订依据   

2.1《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2019〕4号） 

2.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2.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2.4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

13号） 

2.5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的通知（教师函〔 2019〕

4号） 

2.6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 

2.7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

〔2019〕5号） 

2.8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试点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6号） 

2.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 

2.1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1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2.13《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

[2015]6号）。 

2.14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15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 

2.16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1）GB26860-2011  电力生产安全技术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2）电气设备国家标准与企业标准 

（3）DL558-94  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 

（4）国电发（2000）589号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2.17 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电力行业《变电站值班员》、《电气值班员》、《厂用电

值班员》、《变电检修工》、《高压电气安装工》。 

3．课程性质和作用 



本课程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核心课程。是培养发电厂电气值班、变电运行、变电检

修、高压电器安装等工作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必修课程，为从事相关工种奠定电气设备

基础。其任务是：通过任务导向、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直观教学、自学等教学方法，使

学生深入了解发电厂、变电所电气一次部分的基本理论，具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所必备

的发电厂、变电站电气设备的基本知识，具备电气运行、安装、检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

技能，具备电气一次部分设计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掌握职业技能，提高综合素

质，从事安装、检修电气设备以及电气运行工作打下较牢固的基础，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为

毕业后增强工作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先修课程有《电路分析与应用》、《电子装置设计与实践》、《电机与变压器运行维

护》等；本课程与后续课程《继电保护与自动装置运行维护》、《高压设备绝缘与试验》、《电

力生产安全技术》、《电气运行》、《变电设备检修实训》毕业设计等课程密切相关。 

4．课程设计 

4.1课程设计依据 

本课程依据“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中的电气运行、变电

检修和电气安装岗位能力分析项目设置。课程设置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结合

“电气值班员”和“变电站值班员”、“变电检修工”、“高压电气安装工”（中级）等国家职

业资格鉴定的相关要求，确定本课程的学习任务、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 

4.2教学内容选择 

课程内容以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学生就业为导向，根据电气值班员、变电站值班员、

变电检修和高压电气安装等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选取发电厂变电站主要电气设备

结构类型、运行维护、异常及事故处理、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发电厂变电站典型电气

主接线、配电装置、发电厂变电站电气初步设计等为课程内容。课程内容的选择立足于实际

能力培养，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

课程内容，让学生在完成具体项目的过程中学会完成相应工作任务，从而构建相关理论知识，

发展职业能力。 

5.课程目标 

5.1知识目标 

1.能表述发电厂、变电站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2.能表述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及适用情况； 

3.能分析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特点； 

4.能表述电力系统短路类型； 

5.能表述发电厂、变电站一次设备作用、结构和类型； 

6.能表述发电厂变电站典型电气主接线类型、特点与适用情况； 



7.能表述配电装置类型、特点和适用情况； 

8.能表述发电厂、变电站电气部分初步设计内容。 

5.2.能力目标 

1.会分析计算电力系统短路电流； 

2.能规范完成发电厂变电站一次设备巡视、维护任务； 

3.会分析发电厂、变电站电气主接线倒闸操作原则； 

4.能正确分析电气一次设备典型异常及事故处理； 

5.能正确完成电气初步设计中相关计算内容； 

6.能按要求完成发电厂变电站电气部分初步设计。 

5.3思政目标 

1.培养标准化作业的职业习惯; 

2.具有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 

3.具备团队协作的工作能力； 

4.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习惯。 

6.课程内容与教学活动设计及课时安排 

6.1课程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任务 

序号 
任务名称 教学活动设计 学时 

一 

发电

厂、变

电站基

础知识 

任务一  
认知发电厂变电站 教学场地： 变电站、多媒体教室 

教学材料与设备：图片、视频资料、多媒体 

危险点分析及安全措施：防止触电伤害，遵守

现场安全规程 

教学方法建议：现场参观、演示法、讨论法、讲

授法 

2 

任务二  
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 

8 

任务三  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6 

二 

发电厂

变电站

电气一

次设备 

任务一  认知电弧 

教学场地： 变电站、多媒体教室 

教学材料与设备：图片、视频资料、多媒体设备 

危险点分析及安全措施：防止触电伤害，遵守

现场安全规程 

教学方法建议：现场参观、演示法、讨论法、讲

授法 

2 

任务二  高压断路器及运行 6 

任务三  隔离开关、熔断器及运行 2 

任务四  
高压负荷开关、重合器与分

断器及运行 
2 

任务五  互感器及运行 8 

任务六  
母线、绝缘子、电力电缆及运

行 
2 

三 

发电厂

变电站

典型主

接线 

任务一  有母线接线 
教学场地：变电仿真中心、多媒体教室 

教学材料与设备：图片、视频资料、多媒体设

备、变电仿真系统 

危险点分析及安全措施：无 

8 

任务二  无母线接线 2 



任务三  厂用电接线 
教学方法建议：演示法、讨论法、讲授法、角色

扮演法 
6 

四 

配电 

装置 

任务一 屋外配电装置 
教学场地： 变电站、多媒体教室 

教学材料与设备：图片、视频资料、多媒体设备 

危险点分析及安全措施：防止触电伤害，遵守

现场安全规程 

教学方法建议：现场参观、演示法、讨论法、讲

授法 

2 

任务二  屋内配电装置 2 

任务三  成套配电装置 2 

五 

电气二

次回路 

任务一  二次回路图识读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教学材料与设备：图片、视频资料、多媒体设

备危险点分析及安全措施：无 

教学方法建议：演示法、讨论法、讲授法、角

色扮演法 

6 

任务二 操作电源 6 

任务三 测量监察回路 8 

任务四  控制回路 8 

任务五 信号回路 8 

任务六 同期回路 6 

任务七 微机监控与综合自动化系统 6 

任务八 二次回路接线图 8 

6.2 学习项目内容与要求 

项目一  发电厂、变电站基础知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通过参观发电厂、变电站、线路及电力仿真系统，课堂讲

授等方式，认知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计算电力系统短路电流。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表述电力系统概念；能表述电力生产特点及对电力系统运

行基本要求；能表述我国电能质量指标；能表述限制短路电流措施。 

能力目标：会计算电力系统主要电气设备额定电压；会分析电力系统中性点不同运行方

式特点；能正确处理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会计算电力系统三相短路电流；能画出

不对称短路序网图。 

【教学环境】：校外实训基地：发电厂、变电站；校内火电仿真系统、变电仿真系统；

多媒体教室。 

任务一 认知发电厂变电站 

【教学目标】：能表述发电厂类型及生产特点；能表述变电站类型与特点；能说出电气

一次设备与二次设备概念；认识电气设备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 

【任务描述】：参观发电厂、变电站、线路及火电、变电仿真系统，查阅相关资料与现

场图纸，写出学习报告。内容包括（1）目前发电厂类型及其生产特点与变电站类型及特点

作用；（2）发电厂和变电站有哪些一次设备与二次设备（3）各类电气设备的图形符号和文



字符号；（4）我国电源建设和电网建设有何规划。 

【任务准备】：任务前作如下准备：上网检索或到图书馆查阅发电厂和变电站基本知识

的资料，查找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规划；检索查询科技期刊，了解国内外电力系统发展概况；

做好到现场参观的准备，安规教育。 

【任务实施】：发电厂、变电站参观，仿真机上进行发电厂、变电站认识实习；小组讨

论；写出学习报告；小组自评、互评；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电力系统、动力系统、电力网概念；发电厂、变电站类型及特点；电力

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电力系统短路；三相对称短路、不对称短路；对称分量法、序网图。 

任务二  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 

【教学目标】：能表述我国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特点与适用情况；能分析消弧线圈

作用与补偿原理；能正确处理中性点不同接地方式下单相接地故障；能用理论知识分析实际

问题。 

【任务描述】：分析电力系统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与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特点、适用

情况及运行。 

【任务准备】：复习三相电路有关概念及分析方法；查阅 35kV电力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处

理案例。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小组自评、互评；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系统；中性点经高阻抗接地；中性点直接接地；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 

任务三 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教学目标】：能表述电力系统短路定义、类型；能表述短路原因与危害；会计算无限

大容量电力系统三相短路的短路电流与剩余电压值；能绘制各序网络图并掌握正序等效原

则;会分析限制短路电流的措施。 

【任务描述】：分析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方法与限制短路电流措施。 

【任务准备】：查阅电力系统短路案例，思考其短路原因、危害与处理过程。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小组自评、互评；教师评价。 

【相关知识】：电力系统短路；无限大容量电力系统三相短路电流分析；不对称短路特

点；三序网络图、正序等效定则。 

项目二  发电厂变电站电气一次设备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参观发电厂、变电站，多媒体演示、课堂讲授，认知发电

厂、变电站一次设备及其运行维护与异常事故处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 能表述发电厂、变电站一次设备类型、作用、结构特点、型

号含义；能表述主要一次设备巡视检查与维护项目；能表述高压断路器操作机构类型与结构

特点；能表述互感器接线方式与适用范围；能表述母线安装注意事项；能表述电容器与电抗

器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会分析不同类型断路器灭弧原理；能正确操作断路器、隔离开关等设备；会

分析互感器工作原理与接线方式。 

【教学环境】：发电厂、变电站参观，一次设备教学模型，多媒体教室。 

任务一 认知电弧 

【教学目标】：能表述电弧的形成及危害，会分析交、直流电弧的特性；能表述交、直

流电弧的熄灭条件；能表述熄灭电弧的基本方法。 

【任务描述】：分析电弧形成原理、危害及灭弧方法。 

【任务准备】：查找电弧的应用与危害案例。 

【任务实施】：案例讨论分析；教师讲授，小组讨论；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电弧的形成、危害，灭弧方法。 

任务二 高压断路器及运行 

【教学目标】：能表述高压断路器作用、类型；能说出高压断路器的技术参数及型号的

含义；能表述各类高压断路器的基本结构及灭弧方法；能分析断路器控制回路工作原理；能

表述断路器巡视维护内容；能规范操作断路器；能正确处理断路器典型故障。 

【任务描述】：通过参观学习，设备模型演示，认知高压断路器作用、结构、类型；教

师分析断路器操作机构与控制回路；学生查阅规程规范等资料，总结断路器巡视检查维护项

目、断路器操作规范及异常事故处理方法与流程。 

【任务准备】：变电站参观，查阅变电站运行规程、国网公司断路器运行规范。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设备模型演示；教师讲授；学生小组讨论；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断路器作用、类型、结构与型号；断路器操作机构与控制回路；断路器

的巡视维护、操作与故障处理。 

任务三 隔离开关、熔断器及运行 

【教学目标】：1.能表述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用途、类型；能表述隔离开关与熔断器的技

术参数及型号的含义；能表述隔离开关与熔断器巡视与维护内容；能规范操作隔离开关；能

正确处理隔离开关典型故障。 

【任务描述】：变电站参观，设备模型演示，认知隔离开关作用、结构、类型；学生查

阅规程规范等资料，总结隔离开关、熔断器巡视检查维护项目、隔离开关操作规范及异常事

故处理方法与流程。 

【任务准备】：变电站参观，查阅变电站运行规程、国网公司断路器运行规范。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设备模型演示；教师讲授；学生小组讨论；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隔离开关与熔断器作用、类型、结构与型号；熔断器的安装；隔离开关

与熔断器的巡视维护、操作与故障处理。 

任务四 高压负荷开关、重合器与分断器及运行 

【教学目标】：能表述高压负荷开关重合器与分段器的基本结构、特点、参数及型号；

会分析重合器与其他设备配合完成故障后自愈；能规范进行巡视与维护；能正确处理故障。 



【任务描述】：设备实物与模型演示，认知高压负荷开关、重合器与分段器的基本结构、

特点、参数及型号；分析重合器与其他设备配合实现配网自动化；学生讨论总结重合器分段

器等设备运行维护项目与规范操作。 

【任务准备】：查阅变电站运行规程、国网公司断路器运行规范。 

【任务实施】：模型演示；教师分析；小组讨论；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高压负荷开关、重合器与分断器作用、类型、结构与型号；重合器与配

网自动化；高压负荷开关、重合器与分断器的巡视维护、操作与故障处理。 

任务五 互感器及运行 

【教学目标】：能表述电流、电压互感器的结构类型和型号含义；会分析互感器的工作

状态及接线方式；会分析互感器准确级、额定容量及应用注意事项；会分析互感器作用及工

作原理；能正确配置互感器；能规范进行巡视与维护；能正确处理故障。 

【任务描述】：认知互感器作用类型、结构与型号含义；分析互感器工作原理与接线方

式；规范巡视维护与操作互感器，正确处理互感器故障。 

【任务准备】：复习变压器工作原理；查阅变电站运行规程，国网设备运行规范。 

【任务实施】：模型演示互感器结构；教师分析互感器工作原理与接线方式；学生讨论

总结互感器巡视维护项目与规范操作方法，处理互感器故障方法与流程。 

【相关知识】：互感器作用、类型、结构与型号；互感器接线形式；互感器安装、巡视

维护、操作与故障处理。 

任务六 母线、绝缘子、电力电缆及运行 

【教学目标】：能说出母线作用、种类、材料及应用；能说出绝缘子的类型、结构及应

用；能说出电力电缆的组成；能正确敷设电缆；能规范进行巡视与维护。 

【任务描述】：认知母线、绝缘子、电力电缆作用、类型、结构及应用；认知电力电缆

敷设过程与工艺要求；认知母线、绝缘子、电力电缆巡视维护项目与故障处理方法。 

【任务准备】：查阅母线、绝缘子、电力电缆技术规范与运行规范。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认知母线、绝缘子与电力电缆；视频演示，母线、绝缘子、

电力电缆结构与电力电缆敷设；小组讨论母线、绝缘子与电力电缆巡视维护项目与故障处理

方法；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母线、绝缘子、电力电缆作用、类型、结构及应用；电力电缆敷设；母

线、绝缘子、电力电缆巡视维护与故障处理。 

项目三  发电厂变电站典型主接线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通过参观变电站、课堂讲授，查阅各类发电厂主接线，认

知发电厂、变电站典型主接线形式、接线特点与适用情况；通过教师讲授，在火电与变电仿

真系统上分析、模拟操作，分析主接线倒闸操作原则。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表述主接线定义、作用和类型；能表述典型主接线形式接

线特点与适用范围，能表述电气主接线操作原则。 



能力目标：会分析典型主接线运行方式；能规范进行主接线典型操作。 

【教学环境】：校外实习基地变电站；校内火电仿真中心，变电仿真中心；多媒体教室。 

任务一 有母线接线 

【教学目标】：能说出电气主接线定义、作用和类型；能表述各类主接线优缺点，适用

情况；能分析各类电气主接线运行方式；能分析电气主接线倒闸操作原则；能正确处理典型

异常与事故。 

【任务描述】：认知有母线接线形式特点与适用场合，分析其运行方式与倒闸操作原则。 

【任务准备】：查阅发电厂与各级变电站主接线形式。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教师讲授主接线特点与运行方式；小组讨论与模拟操作，

分析主接线操作原则；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单母线接线；单母分段接线；双母接线；双母分段接线；带旁路母线接

线；3/2接线。 

任务二 无母线接线 

【教学目标】：能表述无母线接线类型与适用情况；能分析各类接线特点;能分析各类接

线运行方式。 

【任务描述】：认知无母线接线形式特点与适用场合，分析其运行方式。 

【任务准备】：查阅发电厂与各级变电站无母线主接线形式。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教师讲授无母线主接线特点与运行方式；小组讨论；教师

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桥型接线；角型接线；单元接线。 

任务三 厂用电接线 

【教学目标】：能说出厂用电率定义及降低厂用电率的意义；能表述厂用电负荷按重要

性的分类与厂用电供电电源；能分析厂用电供电电压等级，厂用电工作电源、备用电源和事

故保安电源的作用及引接方式。 

【任务描述】：认知厂用电，分析厂用电接线。 

【任务准备】：参观发电厂、变电站，收集厂用负荷、厂用电接线及运行资料；查阅发

电厂、变电站厂用电运行规程。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厂用电接线要求与厂用负荷类型；学生收集资料，归纳厂用电

源类型、供电电压与接线方式等；小组讨论；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发电厂厂用电与厂用负荷，发电厂厂用电源及典型接线；变电站站用电

源及其引接。 

项目四  配电装置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通过参观变电站，查阅变电站设计图纸，课堂讲授，等方

式，认知配电装置类型、特点与适用范围。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表述屋外配电装置、屋内配电装置成套配电装置、类型、



布置要求；能表述 SF6 组合电器特点、分类与优点；能表述发电厂、变电站配电装置布置方

式。 

能力目标：会分析配电装置安全净距；能根据设计图纸分析配电装置类型与布置方式。 

【教学环境】：校外实习基地：变电站；校内农电培训基地 35kV变电站；多媒体教室。 

任务一 屋外配电装置 

【教学目标】：能表述屋外配电装置类型、特点及适用情况；能识读屋外配电装置图纸；

能表述屋外配电装置安全净距规定。 

【任务描述】：认知屋外配电装置类型、布置方式与要求。 

【任务准备】：参观变电站，分析变电站配电装置设计图纸。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教师讲授屋外；写出学习报告；小组自评、互评；教师评

价。 

【相关知识】：屋外配电装置类型与布置要求。 

任务二 屋内配电装置 

【教学目标】：能表述屋内配电装置类型、特点及适用情况；能识读屋内配电装置图纸；

能表述屋内配电装置安全净距规定。 

【任务描述】：认知屋内配电装置类型、布置方式与要求。 

【任务准备】：参观变电站，分析变电站配电装置设计图纸。 

【任务实施】：变电站参观；教师讲授屋内配电装置布置要求；学生阅读变电站屋内配

电装置图纸，分析其布置方式；小组讨论；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屋内配电装置类型与布置要求。 

任务三 成套配电装置 

【教学目标】：能表述成套配电装置类型、特点；能表述 SF6组合电器组成、特点。 

【任务描述】：认知成套配电装置类型及布置方式。 

【任务准备】：检索设备生产厂家成套配电装置类型、型号；查阅 SF6组合电器铭牌与产

品说明；查阅成套配电装置图纸。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成套配电装置类型、布置方式；学生阅读设计图纸，分析其布

置方式，总结归纳成套配电装置布置方式及特点；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成套配电装置；SF6组合电器。 

项目五 电气二次回路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气二次回路运行分析，电气二次回路图绘制与识读。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表述电气二次回路图识读方法；能表述操作电源、信号回

路、测量监察回路、控制回路、同期回路等电气二次回路的运行方式。 

能力目标：会分析上述电气二次回路工作原理；能识读电气二次回路原理图和接线图。 

【教学环境】： 校外实习基地：变电站；多媒体教室；电气二次回路图纸。 

任务一  二次回路图识读 



【教学目标】：能表述蓄电池的作用、原理；会分析蓄电池组的运行方式及特点；会分

析直流绝缘监察装置的作用及工作原理；能处理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任务描述】：分析操作电源回路组成与工作原理。 

【任务准备】：查阅变电站操作电源二次回路图纸。 

【任务实施】：小组讨论分析操作电源类型，蓄电池工作特点和操作电源回路运行方式；

教师指导、评价。 

【相关知识】：直流负荷；蓄电池组直流系统；蓄电池组运行方式；直流绝缘监察装置。 

任务二  操作电源 

【教学目标】：能表述蓄电池的作用、原理；会分析蓄电池组的运行方式及特点；会分

析直流绝缘监察装置的作用及工作原理；能处理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任务描述】：分析操作电源回路组成与工作原理。 

【任务准备】：查阅变电站操作电源二次回路图纸。 

【任务实施】：小组讨论分析操作电源类型，蓄电池工作特点和操作电源回路运行方式；

教师指导、评价。 

【相关知识】：直流负荷；蓄电池组直流系统；蓄电池组运行方式；直流绝缘监察装置。 

任务三  测量监察回路 

【教学目标】：能表述互感器和仪表的配置原则；能阅读测量回路图；会分析交流绝缘

监察装置工作原理及作用；能表述小电流接地微机选线装置的原理、组成和应用。 

【任务描述】：分析测量监察回路互感器和仪表的配置；交流绝缘监察装置工作原理。 

【任务准备】：查阅变电站测量监察回路图纸。 

【任务实施】：小组讨论归纳测量监察回路互感器和仪表配置，教师指导、评价；教师

讲授交流绝缘监察回路工作原理，学生小组讨论实际案例；教师指导、评价。 

【相关知识】：测量监察回路；小电流接地微机选线装置。 

任务四  控制回路 

【教学目标】：能表述控制回路的组成；能表述对断路器控制回路的基本要求；会分析

断路器控制回路的原理、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回路、变压器冷却器控制回路工作原理；能识读

上述二次回路原理图。 

【任务描述】：分析断路器控制回路、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回路、变压器冷却器控制回路

工作原理。 

【任务准备】：阅读变电站断路器控制回路、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回路、变压器冷却器控

制回路原理图。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断路器控制回路、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回路、变压器冷却器控制

回路组成、工作原理；小组分析所给图纸工作原理，教师指导、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断路器控制回路；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回路；变压器冷却器控制回路。 

任务五  信号回路 



【教学目标】：能表述信号回路的类型及作用；会分析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回路的工作

原理；会分析中央复归不能重复动作和能重复动作的事故信号回路工作原理。 

【任务描述】：分析变电站信号回路工作原理。 

【任务准备】：阅读变电站信号回路原理图。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信号回路工作原理；学生小组讨论所给图纸工作原理，教师指

导、总结和评价。 

【相关知识】：信号系统类型和作用；事故信号回路；预告信号回路。 

任务六  同期回路 

【教学目标】：能表述同期、同期点的定义和同期方式；会分析准同期并列的三个条件

和同期点的设置原则；会分析同期回路工作原理；能表述手动准同期的主要操作步骤。 

【任务描述】：分析同期的概念同期装置工作原理。 

【任务准备】：阅读变电站同期装置原理图。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同期概念和同期点的设置，分析同期回路工作原理；学生小组

讨论所给图纸工作原理，教师指导、总结和评价。 

【相关知识】：同期与同期点的概念；同期回路；同期装置。 

任务七  微机监控与综合自动化系统 

【教学目标】：能表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功能、结构；能表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

统的通信方式；能表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二次回路硬件设备作用与原理。 

【任务描述】：能分析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二次回路工作原理；能规范完成变电站综

合自动化系统的调试、运行管理与维护。 

【任务准备】：查阅主要厂家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产品说明；参观学习变电站综合自

动化系统的运行管理方式。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功能、结构及二次回路工作原理，结合

变电站综自系统实例，小组讨论其功能、结构、回路原理及运行维护要求；教师总结评价。 

【相关知识】：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功能、结构；数据通信；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二次回路；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调试、维护及运行。 

任务八  二次回路接线图 

【教学目标】：能表述绘制屏面布置图的方法；会读、能绘制端子排图；能表述绘制屏

背面接线图绘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能识读屏背面接线图。 

【任务描述】：绘制和识读二次回路接线图。 

【任务准备】：阅读变电站二次回路接线图及相应原理图（选择较为简单的图纸） 

【任务实施】：教师讲授二次回路屏后接线图、端子排图作图规则；学生小组讨论所给

图纸，分析所给图纸工作原理；应用 AutoCAD按照制图规则绘制该图纸；教师指导、总结和

评价。 

【相关知识】：二次回路屏面布置图；屏后接线图；端子排图。 



 

7.教学实施建议 

7. 1教师要求 

基本要求:思想政治合格，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肃认真工作的态度，且应具有高等

学校教师任职资格。 

学历、专业要求:应具有发电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现场工作要求:每年专业教师应下现场进行相应的专业实践，熟悉现场设备。具有电气

设计、电气运行与变电检修等实践经验，并精通变电仿真系统与火电厂发电仿真系统。 

7.2教学环境要求 

1.教学设施设备：变电仿真系统、火电厂仿真系统； 

2.其他设施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安全工器具、操作工具； 

3.实训室营造现场工作氛围。 

7. 3教学方法建议 

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

学习能力。教学中采用项目驱动，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采用直观教学、实物分析、案例教

学、模拟操作、多媒体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将比较抽象的内容形象生动地表

达出来，增强感性认识，突破学生普遍感到电气设备课程枯燥、设备结构和系统不好理解的

问题，另外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引入国家和企业相关标准和作业规范，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职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电气设备的新发展，

及时把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引进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对公式推导

等可以予以简化，以讲清楚思路和应用为主。 

7.4 教材选用 

现阶段选用《发电厂变电站电气设备》肖艳萍主编。 

7. 5教学资源 

1.国家与行业安全标准与技术标准 

GB26860-2011  电力生产安全技术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GB/T 1094.6-2011  电力变压器 第 6部分:电抗器 

GB 25284-2010  12kV～40.5kV高压交流自动重合器 

GB 20840.1-2010  互感器 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 16926-2009  高压交流负荷开关 熔断器组合电器 

GB/T 17468-2008  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 

GB 1984-2003  高压交流断路器 

Q/GDW 171-2008  SF6高压断路器状态评价导则 

GB/T 14810-1993  110KV及以上交流高压负荷开关 

DL/T 486-2010  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fbjthvMxB20=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KHiRe823PY=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KHiRe823PY=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yT4Yvpif/8s=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yT4Yvpif/8s=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Tt2g3XtX8pI=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Tt2g3XtX8pI=


DL/T 617-2010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技术条件 

DL/T 603-2006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运行及维护规程 

DL/T 604-2009 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使用技术条件 

DL/T 5405-2008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程(附条文说明) 

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作业流程  

现场标准化作业指导书编制导则 

220kV变电站运行规程 

300MW、600MW火电机组运行规程 

DL558-94  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 

国电发（2000）589号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2.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变电值班员与电气值班员》 

3.网站资源 

①职教新干线课程空间 

②北极星电力网：http://www.bjx.com.cn/ 

③中国电力联盟: http://www.cnpou.com/ 

7.6 考核与评价 

对学生学业评价，要改变原来重理论轻实践的做法，关注评价的多元性，注重过程评价

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要重视结果的正确性，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和完成工作任务

的态度、实际操作能力、做事规范程度、完成作业等过程评价。 

1.过程考核 

主要通过以下方面考核：通过小组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考核各实训项目是否达到培训

标准要求，通过课堂提问考核学生岗位知识点掌握情况，通过示范操作考核学生是否掌握该

操作项目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目标。 

2.课程结束考核 

本课程理论教学考核采用笔试方式，主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笔试分数的各部分比例大体是：识记占 20%，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

占 20%。 

笔试题型一般为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绘图题以及论述题（论述

题不做必须要求）等；组卷方案可参照：填空题 20～30 题，选择题、判断题各 10～20 题，

简答题 4～6题，计算题 1～2题，绘图题或论述题 1～3题。 

笔试命题应覆盖到各项目，并须突出重点。试题的难度分为：易、一般、较难、难四个

等级，其分数比例一般是 3∶3∶3∶1。 

实践教学考核要求： 

实践课程不单独考核，记入平时成绩。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sAi3y4TWYU=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sAi3y4TWYU=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vRH8yyDzeOg=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vRH8yyDzeOg=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5W0%2BPz%2Bb7yA=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5W0%2BPz%2Bb7yA=


3 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学生学业成绩＝笔试成绩＋平时成绩。学业成绩组成的大体比例是： 笔试成

绩∶平时成绩＝6∶4。 

8．附加说明 

8.1 本标准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发电教研室制定并解释； 

8.2 本标准制定人： 张建军   周秀珍（国电太原第一热电厂） 

8.3 本标准审核人： 赵立勋   武云峰（太原供电公司） 

8.4 本标准批准人：霍宇平 

8.5 本标准于 2020年 9月 1日发布并实施。 



《用电管理》课程标准 

标准编码：GD3-29-2020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 

学时：60学时，学分：4 学分。 

2．制订依据   

2.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3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2.4 国发[2014]19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2.5 教职成[2015]6号《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

干意见》。 

2.6 教职成[2017]3号《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2.7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8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 

2.9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生产技能人员职业能力培训规范》 

2.10 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变电运行值班

员》 

3. 课程性质和作用   

本课程是供用电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是培养抄表核算收费员、装表接电工、电力负荷

控制员、用电监察（检察）员等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必修课程，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

学习和今后就业奠定用电管理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 

本课程主要学习供电质量、电力负荷、需求侧管理(DSM)、无功补偿、节电降损、电力

市场营销、用电检查、供用电监督管理，培养学生用电管理的基本分析能力，为学生从事

和电力营销相关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相关课程有《电机与电气控制》、《电力系统分析》、《供配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电能计量与装表接电》、《电力客户服务》、《继电保护自动装置运行与维护》。后续

课程有《供电营业实习》、《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专业课程。 

4．课程设计 

4.1课程设计依据 



本课程以供用电技术专业学生的就业为导向，根据用电管理岗位群工作任务与职业能

力分析，以用电营业管理、用电检查及抄表核算收费为主线，以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岗

位职业能力为依据，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结合《电力负荷控制员》、《用

电监察（检察）员》、《抄表核算收费员》、《用电业务受理员》（中级）国家职业资格

鉴定的相关要求，确定本课程的工作任务、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 

遵循项目导向、任务引领的课程建设总体思想，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

科课程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和序化课程内容，以电力营销信息系统为载体

构建学生的工作和学习平台，让学生在完成具体项目的过程中学会完成相应工作任务，并

构建相关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 

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重点

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4.2教学内容选择 

“用电管理”课程是供用电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核心课程。本课程构建于“供配电

一次系统、电能计量、电量电费抄核收”等课程的基础上，主要内容包括供电质量、电力

负荷、需求侧管理(DSM)、无功补偿、节电降损、电力市场营销、用电检查、供用电监督管

理。将电力营销的基本理论与业务受理实践技能有机地融合，配合用电营业管理情景实

训，培养学生具有用电管理的基本能力和电力营销系统操作能力。 

5.课程目标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明确任务实施中的关键要素，熟悉用电管理专业知识，掌握电

价、电费管理知识，熟悉电力客户服务规范、标准、处理流程，利用相关知识和方法，完

成营业日常管理与业务受理。能解决任务实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作出总结、分析

和评价。初步建立用电管理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对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养成起主要支撑作用。 

5.1知识目标 

1.知道供电质量标准、电力负荷类型； 

2.知道需求侧管理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3.知道无功补偿的方法； 

4.清楚节电降损的意义和降损措施； 

5.知道电力市场营销的电价、电费管理、业务扩充内容、日常营业工作、供用电合

同； 

6.清楚用电检查的内容、程序和反窃电措施。 

5.2.能力目标 

1.能进行电力负荷调整； 

2.能进行需求侧管理分析； 

3.能正确选择节电降损措施； 



4.会计算电费并进行电费管理； 

5.会业务受理、鉴定供用电合同； 

6.能进行用户受(送)电工程设计审查及竣工检验； 

7.能够监督管理供用电和进网电工作业。 

5.3思政目标 

1.具有理解和应用电力营销、供用电管理等文件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团队协作共同用电管理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和敬业爱岗的精神。 

6.课程教学活动设计及课程内容 

6.1 课程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任务序号 任务名称 教学活动设计 学时 

一 供电质量 
任务一 电能质量 在一体化专业教室学习供电质量的基本概

念，采用案例分析，找出影响供电质量的

因素，采取正确方法处理问题 

6 
任务二 供电可靠性 

二 用电负荷 

任务一 用电负荷分类 在专业教室学习用电负荷及其计算方法，

分组演练，进行各方法运用，作出比较评

价，通过案例分析，采用正确方法进行用

电负荷调整 

6 任务二 用电负荷计算 

任务三 用电负荷调整 

三 需求侧管理 
任务一 

需求侧管理的基

本知识 
在专业教室学习需求侧管理的基本知识，

进行案例分析分组讨论需求侧管理技术措

施 

4 

任务二 需求侧管理技术 

四 无功补偿 

任务一 
功率因数的基本

概念 
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功率因数及其提高的

方法和无功补偿的掌握，采用问卷调查结

合案例分析进行分组讨论功率因数调整电

费办法的应用 

8 
任务二 

提高功率因数的

方法 

任务三 无功补偿方法 

任务四 功率因数考核 

五 节电降损 

任务一 
供电损耗的定义

与构成 
结合当前形势学习节电降损及措施，列举

数据，引用科学方法，分组讨论作出评价 
6 任务二 降低线损措施 

任务三 
降低变压器损耗

的措施 

六 电力市场营销 

任务一 业务扩充 

用电营业实训室进行 SG186 营销系统的受

理操作，完成业扩报装及收费业务受理，

结合具体案例介绍流程各环节工作内容，

分组进行系统演练 

16 

任务二 供用电合同管理 

任务三 电价管理 

任务四 电费管理 

任务五 抄表收费 

任务六 日常营业工作 

七 用电检查 任务一 用电检查内容 电能计量实训室进行系统学习结合案例分 6 



任务二 
工程设计审查及

竣工检查 

析分组讨论 

任务三 防窃电措施 

八 
供用电监督管

理 

任务一 供用电监督管理 一体化专业教室学习供用电监督管理小组

讨论作出评价 
4 

任务二 进网作业管理。 

    6.2. 学习项目内容与要求 

学习项目一  供电质量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能质量；供电可靠性。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 掌握供电质量的主要指标； 

2. 熟悉《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 

             能力目标：1．能说明影响电能质量的主要因素； 

2．能描述供电电压、供电频率的允许偏差； 

3. 能分析供电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教学环境】：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任务一 电能质量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能质量的主要指标。 

能力目标：1．能描述《供电营业规则》对供电电压的规定； 

2．能描述供电频率质量的允许偏差。 

【任务描述】：电能质量。 

【任务准备】：1.学生分组，下达任务，完成计划、资讯；2.各组制订实施方案；3.进

行安全教育； 4.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供电频率质量、供电电压质量、电力谐波。 

任务二：供电可靠性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供电可靠性的基本知识。 

能力目标：1．能描述供电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2．能说出改善供电可靠性的方法。 

【任务描述】：供电可靠性。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进行安全教育； 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年平均供电可用率指标。 

学习项目二 用电负荷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用电负荷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用电负荷的分类、计算方法及调整。 

能力目标：1．能够说明用电负荷的定义及分类； 

2．具有用电负荷的计算能力； 



3．会调整用电负荷。 

【教学环境】：一体化专业教室。 

任务一 用电负荷分类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电力负荷及用电负荷的定义及分类。 

能力目标：1．准确区分电力负荷及用电负荷； 

2. 能描述国际通用原则对电力负荷。 

【任务描述】：用电负荷分类。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整理不同分类方法；3.准备具体负

荷案例；4. 教师评价及各组互相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各个时期的国家政策；供电可靠性要求。 

任务二 用电负荷计算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用电负荷容量的确定；掌握确定计算负荷方法。 

能力目标：1．能够确定用电设备的容量； 

2．具有确定计算负荷的能力。 

【任务描述】：用电负荷计算。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 准备工作单；3.准备所需材料和工

器具；4. 教师评价及各组互相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用电设备的分类；设备暂载率；需要系数法；二项式系数法。 

任务三 用电负荷调整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用电负荷调整的基本知识。 

能力目标：1．能描述用电负荷的表征； 

2．能绘制用电负荷的曲线； 

3. 完成用电负荷调整。 

【任务描述】：用电负荷调整。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绘出用电负荷的曲线；3.准备用电

负荷调整方案；4. 教师评价及各组互相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用电负荷特性；工业用电、农业用电、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邮电通信、

城市高层建筑负荷特性。 

学习项目三  需求侧管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需求侧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需求侧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术手段。 

能力目标：1. 具有需求侧管理的基本技能 

2．能够说明需求侧管理的技术手段。 



【教学环境】：一体化专业教室。 

任务一  需求侧管理的基本知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需求侧管理的定义、原则； 

                       2.掌握需求侧管理的运营目标及实施环境。                          

能力目标：1.能描述需求侧管理的目的； 

                       2.能正确区分需求侧资源。 

【任务描述】：需求侧管理的基本知识。 

【任务准备】： 1.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组准备需求侧管理资料；3.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需求侧管理的运营、需求侧资源；需求侧管理实施环境。 

任务二 需求侧管理技术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需求侧管理的技术手段。 

能力目标：1.能描述需求侧管理的手段； 

2.能正确区分需求侧管理的技术手段； 

3.能说明需求侧管理的实施步骤。 

【任务描述】：需求侧管理技术。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绘出需求侧管理的实施步骤流程图；

3. 各组研讨需求侧管理的技术手段；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需求侧管理的手段；负荷整形技术；负荷管理技术；技术评估。 

学习项目四 无功补偿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无功补偿。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功率因数的定义、种类；  

2.掌握提高功率因数的效益及方法； 

3.明确功率因数考核目的及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  

4.掌握无功补偿的方法。 

能力目标：1.能正确进行功率因数表达与计算； 

2.能描述提高功率因数的效益及方法； 

3.能运用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 

4.能正确采用无功补偿的方法。 

【教学环境】： 一体化专业教室。 

任务一  功率因数的基本概念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 1.掌握功率因数的定义、种类； 

2.掌握企业功率因数的计算。 

能力目标： 1.能正确描述功率因数； 

2.具有企业功率因数的计算能力； 



3.能够运用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 

【任务描述】：功率因数的基本概念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列出功率因数表达式；3. 各组互

相评价；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自然功率因数；平均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 

任务二 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提高功率因数的效益； 

2.掌握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能力目标：1.具有功率因数的比较分析能力； 

       2.具有改善功率因数的方法能力。         

【任务描述】：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收集影响功率因数的主要原因；3. 

分组讨论互评；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电感性负荷；无功补偿；自然功率因数；人工补偿。 

任务三 无功补偿方法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 1.掌握无功补偿的原理；  

2.掌握无功补偿的方法。                             

             能力目标： 1.能确定无功补偿的容量； 

       2.具有正确采用无功补偿方法的能力。         

【任务描述】：无功补偿方法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收集补偿率表学习查表方法；3. 分

组讨论互评；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并联电容器；电容器补偿的方式；电容器组投切控制。 

任务四 功率因数考核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明确功率因数考核的目的； 

2.掌握功率因数考核的标准。                             

             能力目标：1.具有功率因数的计算能力； 

       2.具有运用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的能力。         

【任务描述】：功率因数考核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查找《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

3.分组研讨我国现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一体化专业教室进行。 



【相关知识】：功率因数考核标准；《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调整率的计算。 

学习项目五 节电降损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节电降损。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供用损耗的构成；  

2.会分析供用损耗产生的原因；  

3.掌握节电降损的措施。 

能力目标：1.能正确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能正确计算线损、线损率； 

3.能合理运用降损的技术措施与管理措施。 

【教学环境】：一体化专业教室。 

任务一  供电损耗认知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供电损耗定义与构成； 

2.掌握线路损失率的计算。 

能力目标：1.能正确进行供电损耗的分类； 

2.具有线损的计算能力。 

【任务描述】：供用电合同。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我国节电降损的潜力；3. 列

出线路损失率的计算公式；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一体化专业教室。 

【相关知识】：电能损耗；技术线损；管理线损；线路损失率；统计线损率；理论线损

率；高低压电力系统中的电能损耗。 

任务二 降低线损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明确降低线损的技术措施； 

2.明确降低线损的管理措施。 

             能力目标：1.能合理运用降低线损的技术措施； 

2.能正确分析降低线损的管理措施。 

【任务描述】：降低线损措施。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收集电网改造后降损案例；3. 分

组讨论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一体化专业教室。 

【相关知识】：配电网升压改造；调整运行电压；变压器的经济运行；负荷率；抄核收

制度；计量管理。 

任务三 降低变压器损耗的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明确降低变压器损耗的技术措施； 

                       2.熟悉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能力目标：1.能合理选择变压器； 

2.能正确分析变压器的三相负荷。 

【任务描述】：降低变压器损耗的措施。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变压器的经济运行方式；3. 分

组讨论技术措施；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一体化专业教室。 

【相关知识】：变压器更换和技术改造；变压器的经济运行；变压器的容量、类型和台

数；变压器的空载、轻载运行。 

学习项目六 电力市场营销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电力市场营销。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电力市场营销的主要内容； 

2.明确供用电合同管理的具体要求； 

3.掌握电价、电费管理、抄表收费各环节流程规范； 

4.熟悉日常营业管理工作内容。 

能力目标：1.能正确完成SG186营销系统操作流程； 

2.具有正确的电费计算能力； 

3.能按照规范化标准系统演练。 

【教学环境】：用电营业实训室。 

任务一  业务扩充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业扩及变更的内容、流程。 

能力目标：1．能够受理客户的业扩报装； 

2．能够受理用电变更业务； 

3．会填写业务受理工单； 

4. 完成收费业务受理。 

【任务描述】：业务扩充。 

【任务准备】：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绘出业扩报装业务流程图；3.准备

业扩工单；4. 教师评价及各组互相评价。 

【任务实施】：在用电营业实训室完成业扩报装受理操作。 

【相关知识】：1．《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2.SG186系统知识；3.工作流程及关键环节

服务时限规定的介绍；4．业扩报装应提供的客户资料。 

任务二 供用电合同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供用电合同的基本类型主要内容； 

2.掌握供用电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3.掌握我国现行法律对供应电合同中的规定。 

能力目标：1.能正确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能正确绘制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3.能根据提供的业务信息，使用模板； 

4.完成高低压供用电合同的正确填写。 

【任务描述】：供用电合同管理。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对供应电合同中

的规定；3. 准备业务信息，使用模板；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用电营业实训室完成。 

【相关知识】：高低压供用电合同的内容；供用电合同的签订内容；我国现行法律对供

应电合同中的规定。 

任务三 电价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认知电价基本理论； 

2.掌握我国现行电价体系； 

3.明确现行销售电价及实施范围。 

能力目标：1.能正确区分销售电价及实施范围； 

2.能明确我国现行电价制度。 

【任务描述】：电价管理。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我国现行电价体系；3.收集国

内外先进电价制度；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用电营业实训室完成。 

【相关知识】：电价的构成；影响电价的因素；我国现行电价体系。 

任务四 电费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明确电费管理机构的任务与设置； 

                       2.掌握电费管理的基本工作程序。 

能力目标：1.能正确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能正确绘制电费管理的工作流程图； 

3.能根据电费管理的工作程序进行模拟操作； 

4.会填写用电业务工作单。 

【任务描述】：电费管理。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 绘制电费管理的工作流程图；3. 

准备业务信息，使用模板；4. 准备用电业务工作单。 

【任务实施】：在用电营业实训室完成。 

【相关知识】：用电业务工作单；抄、核、收工作程序；电费管理的工作程序。 

任务五 抄表收费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抄表周期、抄表方式；  

2.明确抄表工作要求； 

3.熟悉电费核算的工作程序； 



4.熟知收费方式；  

5.掌握停（限）电催费工作标准。 

能力目标：1.能正确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具备抄表核算收费员的能力； 

3.能根据提供的业务信息，完成工作程序； 

4.完成计量装置异常状态的判断与处理。 

【任务描述】：抄表收费。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抄、核、收工作程序；3. 准

备业务信息，使用模板；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用电营业实训室完成。 

【相关知识】：停（限）电催费工作标准；电费核算的工作程序；抄表员的工作要求。 

任务六 日常营业工作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日常营业的工作内容。 

能力目标：1.能正确处理日常营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2.能正确执行相关规定。 

【任务描述】：日常营业工作。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准备《供电营业规则》、《电能计量

装置管理规程》规定；3. 准备业务信息，使用工作流程；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在用电营业实训室完成。 

【相关知识】：《供电营业规则》；《电能计量装置管理规程》；日常营业的工作内容。 

学习项目七 用电检查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用电检查。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用电检查内容； 

2.会分析防窃电措施； 

3.掌握工程设计审查及竣工检查。 

能力目标：1.能正确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能正确分析防窃电能力； 

3.熟知用电检查专责人员工作要求。 

【教学环境】：电能计量实训室进行。 

任务一 用电检查内容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掌握用电检查的主要内容。 

能力目标：1. 能正确分析用电检查的具体工作； 

2.明确用电检查专责人员工作要求。 

【任务描述】：用电检查内容。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用电检查专责人员工作要求；



3. 分组互评；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电能计量实训室进行。 

【相关知识】：营销稽查；差错与责任事故；违约用电与窃电。 

任务二 工程设计审查及竣工检查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明确工程设计审查及竣工检查内容。 

             能力目标：1.能合理运用工作规范； 

2.能正确描述工程设计审查及竣工检查工作流程。 

【任务描述】：工程设计审查及竣工检查。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收集工作规范；3. 分组讨论工作

流程；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电能计量实训室进行。 

【相关知识】：工程设计审查；竣工检查；中间检查。 

任务三 防窃电措施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明确防窃电的具体措施。 

             能力目标：1.能合理运用防窃电措施； 

2.能正确分析防窃电技术。 

【任务描述】：防窃电措施。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分析防窃电技术；3. 分组讨

论技术措施；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电能计量实训室进行。 

【相关知识】：违章用电与窃电；防窃电技术。 

学习项目八 供用电监督管理 

【学习情境（项目）描述】：供用电监督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掌握供用电监督管理内容； 

2.掌握进网作业管理内容。 

能力目标：1.能正确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能合理运用供用电监督管理措施。 

【教学环境】：一体化专业教室。 

任务一  供用电监督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 认知供用电监督管理；  

2. 掌握供用电监督管理内容。 

能力目标： 能正确描述供用电监督管理内容。 

【任务描述】：供用电监督管理。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分析供用电监督管理措施；3. 分

组互评；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一体化专业教室。 



【相关知识】：供用电监督管理；质量标准。 

任务二 进网作业管理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明确进网作业管理内容。 

             能力目标：1.能合理运用进网作业管理措施； 

2.熟知进网作业工作规范。 

【任务描述】：进网作业管理。 

【任务准备】： 1.阅读资料，各组制订实施方案；2.收集进网作业工作规范；3. 分组

讨论管理措施；4. 教师评价。 

【任务实施】：一体化专业教室。 

【相关知识】：进网作业工作规范；进网作业管理措施。 

7.教学实施建议 

7.1教师要求 

授课应配备“双师素质”教师。主讲教师具有电力营销现场培训经历，从事电力营销课

程教学、培训、鉴定工作两年以上，具有课堂教学设计、分工和组织能力，理论教学和操作

示范技能。 

7.2教学环境要求 

实施“用电管理”课程教学，校内实验实训硬件环境应具备有多媒体功能、安装电力营

销信息系统（SG186）及 95598语音平台的电脑、IP电话、耳麦，机位能满足单个班级分组

（4～6人）教学要求。能够利用 SG186营销系统模拟客户业务受理，并完成相关操作流程。 

7.3教学方法建议 

1.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是情景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示范和学生分组操作训练有机结

合，营造学生自主学习平台。 

2.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以工作任务

引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 

3.学生分组，下达任务工单，让学生提前完成计划、资讯等任务； 

4.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注重学生方法能力的培养。 

7.4 教材选用 

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优先选用“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全国高职高专电

气类精品教材和获奖教材。可选用以下参考教材： 

 “十二五”规划教材《用电管理》孙小红主编 

7.5教学资源 

1．教师应根据课程目标，针对学习情境中的每个任务编写任务工单。 

2．为满足课程教学质量要求，应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包括:课程教材，教辅教

材(实训、习题指导书)，多媒体 PPT课件，视频录像，学习指南，工作任务书等。 

3．充分利用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电子书籍和互联网等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7.6 考核与评价 



1．对学生学业评价，要改变原来重理论轻实践的做法，关注评价的多元性，注重过程

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要重视结果的正确性，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和完成工作

任务的态度、实际操作能力、做事规范程度、完成作业等过程评价。 

2．实训考核相对独立，评价方式由百分制考核改为等级制考核，课程考核方案突出整

体性评价。 

3．考核方式采用笔试、口试、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4．课程成绩=笔试成绩（60%）+实践成绩（10%）+平时成绩（30%） 

8．附加说明    

8.1 本标准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教研室制定并解释； 

8.2 本标准制定人：杨  清 武云峰（太原供电公司） 

8.3 本标准审核人：赵立勋 魏 强（太原供电公司） 

8.4本标准批准人：霍宇平 

8.5 本标准于 2020年 9月 1日发布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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