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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工程学科中的重要学科，在
高素质应用型工科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随着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生产环境的快速革新，无论是
传统电工制造业，亦或是新兴产业，都需要大量技术过
硬、实践能力强、素质高的电气工程类应用型人才，以适
应工业战略转型和实际生产的需求。不仅如此，近年来，
随着新能源、电力系统等行业的快速兴起，电力电子技
术的应用也日益广泛。这些使得社会迫切地需要这类综
合能力强的优秀应用型人才，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在电气
工程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2]。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核心知识是电能的变换与控制，

涉及到电子、控制等多领域知识，而与之相关的课程如
电力系统拖动、交直流电机调速、电力系统分析等课程

都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3]。电力电子
技术课程既有显著的基础性和理论性特征，也具有较强
的实践性，是电气工程领域人才必须要掌握的一门基础
课程，学好该课程会很大程度上增强电气专业应用型人
才的动手能力[4-6]。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旨在培养一批符合时代发展的，

拥有强大动手实践能力和创造性的综合型应用人才。纵
观各大高校，在全国教育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电力电子
技术课程也迈向了教育教学改革阶段，提出了如下要
求：全方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能
力；优化调整电气工程类课程体系，适当地增加实践课
程占比；灵活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多媒体教学方式，提高
教学效率，强化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作为电气工程类学科

摘 要：在应用型本科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结合度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学生
应用、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工程技术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先进教学考评制度，加强实验教学，开
发虚拟实验平台，以科研促教学等针对课程教学模式、方法的改革。使教学内容与工程应用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综合应用学科
知识的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教学实践效果。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电力电子技术；教学研究；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0）26-0114-04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ow de-
gree of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a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student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riented teaching is proposed.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re created; an advance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strengthened; a virtual ex-
perimental platform is develope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used to promote teaching and other reforms aiming at curriculum teach-
ing models and methods are carried out.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subject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are improved, and good teaching practic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Key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modern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teaching research; talent training

*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可控两相零式电抗分流励磁系统在南疆农村水电站的应用研究”（编号：
2019D01C055）；2018年度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高校与职业院校重点课题 “面向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电子技术系列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编号：GS[2018]GHBBKZ023）
作者简介：陈国平（1979-），男，汉族，甘肃陇西人，硕士，高级工程师，讲师，研究方向：高低压电器试验系统、电力变压器故障预测。

114- -



2020年 26期 教 改 新 论
高 教 学 刊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教学科目中的一门必修课程，在提升应用型人才综合素
质，丰富人才认知体系，锻炼与培育人才动手实践能力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教学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我国高校大部分电力电子技术
课程仍然采取传统“你讲我听”的满堂灌的单向授课模
式，这极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不利于
应用型人才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除此之外，教学模式
僵化，实物演示教学环节匮乏，未能突出学生学习的主
体地位，而这也造成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效果欠佳，
难以达到教学改革目的，也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从实践来看，在我国电子电力技
术课程体系中，理论教学占比较高，而动手实践操作教
学比重较小，这也使得学生无法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于
实践中去；此外，还缺乏科学思维方式的引导与训练，而
这也极大地抑制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
的锻炼。整体而言，现有的教学模式与电气工程类教学
改革要求不相适应，与社会应用型人才培养诉求不相适
应。
正是如此，对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过程，非常必

要创新与优化现有的教学模式，贯彻落实电气工程类专
业教学改革要求，培育出工程素养高、动手能力强、理论
知识扎实的优质应用型人才。具体而言，电力电气技术
课程在教学方面主要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结合度低
伴随着新能源、电力控制等行业迅猛发展，电力电

子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重要
性也日益凸显，然而大多数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在
踏入社会后，对该电力电子相关知识了解不透彻，同时
也未能意识到其广泛适用性。之所以会造成该现象，主
要是因为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结合度低。在传统教学模
式下，课程主要是围绕“电力电子器件”“变流电路”等展
开，以理论知识与课堂教学为主，这一方面造成了学习
方式单一枯燥，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造
成了电力电子技术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脱节。
（二）实验实践平台教学效果有待提升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要求学生应具备较强

的电力电子实践动手能力，然而从现有的实践教学来
看，大多数高校都未能重视实验实践平台的建设；不仅
如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也仅仅只是引导学生按
照书本上的步骤，开展简单的实验验证环节，这并没有
真正意义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此外，在课程设计方面，

也主要是围绕计算机仿真，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不
高。
（三）教育教学手段单一
由于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比较抽象，理论知识较为枯

燥，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传统教学方式又是一味地以
课堂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法生硬僵化，教学效果不佳。
在实际课堂教学时，老师“重课堂纪律，轻教学质量”的
做法也使得整个课程冗长无味，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甚至有些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
（四）教学考核评价存在的问题
考前突击复习是很多应用型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

的现象，也反映了部分学生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突击学习
的心态，这种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学习，显然不利于学
生真正学到知识、学会知识。以往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以
期末考试决定课程成绩的考核模式，严重制约了该课程
教育教学水平和学习效果的提高，也不利于素质教育开
展。
（五）教学中课程思政的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石，育人先育德，要

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最重要位置，并融
入到各专业学科的日常教学当中。目前大部分高校在专
业课教学中只是注重于专业知识的讲授，而在教学中对
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塑造与引领却很是不足。
因此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和贯穿到专业课程的讲授中
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三、针对课程教学模式、方法的改革

（一）改革目标
1. 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动手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支专业能力强、教学

经验丰富、深谙讲课之道的精英教师队伍；
3. 创新教学模式，深化教学内容，完善教学基础设

施建设，满足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
4. 建立健全教学实践课程体系，打造虚拟实验平

台；
5. 建立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与专业技能相互融合

的电力电子技术教育体系。
（二）改革内容
1. 教学内容以工程技术为导向
目前大部分学生都有动手实践能力不足，缺乏工程

意识和实践经验的问题，因此教学内容以工程技术为导
向非常有必要，教学中要注重课程的衔接性，突出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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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课程的基础性和实践性，及其强大工程应用背
景的特征，要以工程技术为导向，以工程课程内容为载
体，逐步地强化与培育学生工程意识，一方面为学生后
续专业课学习奠定夯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为学生掌握
工程技术提供支持；要注重理论与工程实际的有机结
合，要灵活应用电路结构的变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 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要打破传统单一的教学格局，建立以渐进式讲授+

启发式教学双线并行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同时还要贯彻
落实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原则，适当地增加实践教学课
程；在教学手段上，要实现多媒体教学与展示教学相结
合，虚拟实验与实际动手实验相结合。

3. 建立新的教学考评制度重视过程考核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考核应侧重于考察学生的分

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建立标准化的试题库和全新的教学考评机制，客观
评价教学效果，要转变以知识为主的评价观念，重新建
立知识观、能力观和素质观相互之间和谐统一的综合型
评价体系。其次要加强过程监督和考核，以评督学、以考
促学，让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是更好掌握知识、学会知
识的必要前提。

4. 实训平台建设
实践教学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教学体系中极

其重要，而实训平台是实践教学重要渠道，能够培养学
生实践动手能力、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电力电子
技术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至关重要，它在培养电气工程专
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方面有重要作用。
建立集理论教学、虚拟实验、实验操作等于一体的

综合实训平台，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专业
素养，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依托该实训平台，切实
改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效果。具体来说，实训平台
应当涉及实物讲解、基础软硬件设施工作原理及其操作
流程、常见电力电子器件的安装方法等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教学板块，除此之外还需要包括绘制电路原理图、
设计实用电路等创新实践培训板块，以确保学生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电力电子器件、电路图等基础知识。

5. 虚拟实验平台开发
为加强教学效果，开发一套能够直观展示电路结

构、控制算法、相位、电路等参数的虚拟实验平台。虚拟
实验平台应能方便的改变电路拓扑结构和电路参数，以
方便各种输出波形的分析。Simulink/GUI提供的系统建
模、分析和仿真功能进行电路仿真设计、人机界面封装、

电力电子电路拓扑、电路参数、控制算法、相位等参数设
置。学生也可通过该平台对电力电子各种变流电路进行
设计，提升学生理论分析与创新实践能力。

6. 以科研促教学
在电力电子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产学研结

合是有效路径。对此，高校可将系统设计与科研项目密
切联系起来，一方面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让学
生在参与科研项目中获得能力的提升。如可将电气工程
热门研究课题作为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对部分能力突出的学生提供控制技
术等方面的培训，破格允许其参与教师关于电气工程类
科研项目等。
高校教师通过对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可以加深

对本专业、本学科的理解和认识，改善知识结构、完善知
识体系、提高学术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高校教师应将
学科前沿动态、自身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
之中，将其在长期艰苦科研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感悟传达
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7. 教学内容要和实际工程应用相结合
为了使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能更好地从

事本专业工作，应用电气工程理论与技术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适应能力，既满足社会对
大学毕业生能力的要求，又能扩大学生就业面。通过加
强电力电子技术教学改革与工程应用紧密结合的研究，
使课程教学面向工程实际需要，并使生产实践促进教学
质量的提高，培养学生应用电力电子技术解决工程问题
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教学实际中应将近年应用电力电子技术的国家重大
工程，如高压直流输电，然后再到交流系统的大功率远
距离电能输送过程。在课程中设计了整流电路原理及应
用知识点结合我国能源优化配置，基于高压直流输电远
距离电能传输的国家能源战略，以及“一带一路”与能源
合作。

8. 专业课教学与课程思政结合
在专业课程教育教学中，深入发现和挖掘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对于在电力电子技术专业课程如何与思想政
治教育相结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挖掘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的过程中要始终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方向，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思政教育
的核心，深入研究理论中能够与专业内容相结合的内
容，并搜集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素材，开展好专业课思
政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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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实施举措
1. 工程技术导向的具体实施
要以课程教学为根本，以工程技术为导向，在夯实

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适当地引进工程技术项目，以
实现理论教学和能力培养相结合。利用项目导向教学是
工程技术导向的具体措施，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教学过
程，在熟练掌握了课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按图 1所示
流程进行具体实施。

2. 教学考评体系量化与过程考核改革
要运用有效的评价方法，制定相应的科学标准赋予

新评价体系各项指标的权重，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
性。同时根据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自身特点，开展基于
教学全过程的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
向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通过设计过程考核的具
体方式，引导学生掌握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教学生
“如何学”，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自我
管理、主动学习的主要途径。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进行过程考核改革，注重学习方

式引导，加强过程考核细节与课程教学内容的紧密融
合。实践表明，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增强，
学习效果好。

3. 可靠的实验平台
经常处于高频状态的电力电子装置开关应力和电

磁干扰较大，这也导致其寄生参数对电路产生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降低了电路性能，甚至会造成元器件损坏。因
此，教学实验装置要满足安全性、开放性、普遍适用性等
要求。

4. 虚拟仿真教学
虚拟仿真教学在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理论教学和虚

拟实验教学中都是课程教学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利用虚
拟实验平台对各种变流电路仿真，对电路输出波形分
析，相关数值计算等学生难以理解掌握的内容。虚拟仿
真具有图形显示的直观性、交互性等特点，虚拟仿真教
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可有效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望，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课程思政实施举措
为此要做好专业课师资队伍建设，充分挖掘蕴含在

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使电力电子技术专业课教学与
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提出了应用型本科电力电子技术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方法，为应用型本科电气信息类专业在
人才培养中专业课思政教育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与实践。

四、结束语

在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中建立以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的，以工程技术为导向的教学
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先进教学考评制度；加
强实验教学，开发虚拟实验平台，以科研促教学；做到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大大提高了学生
综合应用学科知识的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为培养出社
会需要的、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电气工程应用型
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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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导向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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