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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验

教学体系的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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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特点以及专业培养目标，构建了系统化、模块化、层次化的适合于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从而实现系统的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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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的

重要环节。早在２００５年教育部教高［２００５］１号文件就已经提出了“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
生的实践能力。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１］”。

依托辽宁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硬环境与软环境，针对学生在技术基础、专业技术以

及能力提升不同学习阶段，形成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工程创新技能系列实验模块，形成科学合理的

实验教学体系，充分突出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的主体作用，着力培养具有扎实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２］，满足电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电工电气技术领域，尤其是电力工程

领域的人才需求，形成科学合理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

１　专业基本情况
辽宁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始建于１９８４年，经过３０年的建设，现在已成为辽宁省特色

专业和辽宁省重点支持专业，现有一个辽宁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辽宁省虚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

前设置电力系统、供用电技术和光伏技术应用３个专业方向，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电力系统方向。该方向主要研究１１０ｋＶ及以上电力系统运行、控制与保护技术，针对电力行

业的１１０ｋＶ及以上的大电网，研究发电技术、输变电技术、无功与电压控制技术、有功与频率控制技术、
故障与保护技术以及调度综合自动化技术等问题，使学生掌握现代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能够适应现代化大中型发电厂及电力系统设计、运行、操作、维护、管理等方面技术需求。专业成

组课有高电压技术、微机继电保护、高电压技术、发电厂电气部分。

第二，供用电技术方向。该方向主要研究１１０ｋＶ及以下供配电相关技术及电能的合理应用技术，
主要研究城乡及企事业单位的供电及用电问题，使学生掌握变配电所的设计、运行及管理方法以及建筑

电气方面技术等专业知识，能够适应现代变电所、工矿企业的系统设计、运行、操作、维护和管理等技术

需求。专业成组课有：供配电技术、配电系统及其自动化、建筑电气、用电管理。

第三，光伏技术应用方向。该方向主要研究新能源发电以及供配电应用技术，使学生掌握新能源发

电系统以及供电系统所涉及的相关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实际操作能力，培养能够从事配电、新能源发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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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分析、设计、安装、调试以及技术管理等工作的宽口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专业成组课有：

配电系统及其自动化、微机继电保护、供配电技术、光伏发电及并网技术。

２　实验室基础条件及其模块划分
根据现有的实验室条件，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验室划分成３个模块：专业基础实验室、专

业实验室、实训及创新实验室，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专业基础实验室。专业基础实验室由电工技术实验室、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室、电机拖动实验

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电子技术实验室、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室、自动控制理论实验室、电力电子技术实

验室、单片机应用技术实验室、ＰＬＣ技术及应用实验室等１０个实验室组成。
专业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由电力系统自动化实验室、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实验室、供配电技术实验

室、电力系统仿真实验室、新能源基础实验室、微电网技术实验室等６个实验室组成。
实训及创新实验室。实训及创新实验室由电工电子实训中心、电力工程创新实验室、“电气工程创

新团队”活动实验室等３个实验室组成。

３　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根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计划、实验教学能力培养目标以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

验室基础条件，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实验教学划分为３个模块：专业基础实验教学模块、专业
实验教学模块、技能实训及工程创新模块，形成更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体系。

３．１　专业基础实验教学模块构建
根据专业培养计划以及基础课程设置，专业基础实验模块由检测与控制类、电能变换及电工类两类

实验组成。

检测与控制类实验教学模块：该模块的实验教学目标是训练学生用一般的控制器件与方法实现电

气控制的能力，锻炼学生实现电气自动控制的能力；涉及的课程有微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控制技术、单

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ＰＬＣ技术及应用、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自动控制原理等。
电能变换及电工类实验教学模块：该模块的实验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对电路的构成有基本的认识，熟

悉其应用范围、数据处理等方法。通过该部分实验锻炼学生的基本专业素质，增强学生对电能变换、电

工类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能力，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

础。涉及的课程有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电路等。

３．２　专业实验教学模块
根据专业培养计划以及专业课程的设置，专业实验教学模块由发输电技术类、供配电技术类、微电

网技术类三个实验教学模块组成。

发输电技术类实验模块：该模块的实验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分析、运行控制操

作、故障分析与保护等基本实践技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电力系统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涉及的课程

有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技术、发电厂电气部分、微机继电保护、电力系统自动化。

供配电技术类实验模块：该模块的实验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供配电设备的安装、调试、使用和维护

技能；掌握变配电所的设计、运行及管理方法；涉及的课程有配电系统及其自动化、供配电技术、建筑电

气、用电管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微电网技术类实验模块：该模块的教学目标是全面培养学生具有宽厚、扎实的基本实践技能、进行

科学实验观察和分析的兴趣，培养学生基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涉及的课程有光伏发电及并网

技术、微电网技术、新能源发电、智能电网。

３．３　实训与创新实验教学模块构建
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及实践环节设置，实训与创新实验模块由电工电子技能实训、专业技能实训以及

创新活动三部分组成。

３．３．１　电工电子技能实训模块
该模块的实验教学目标：通过实训，使学生掌握弱电电子产品焊接、调试等基本操作技能以及电气

控制柜、建筑电气照明方面的设计和安装，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该模块主要依托于电气工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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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教学计划中２周电子实习。其实训内容包括半导体收音机安装、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电
路设计与安装运行、建筑电气照明电路的设计与安装等。

３．３．２　专业技能实训模块
该模块的教学目标是根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计划以及就业方向，拟从电力系统方向、供

用电技术方向、光伏技术应用方向系统训练培养学生专业基本技能。该模块主要依托于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教学计划中２周综合设计实验，在大四的上学期（即第７学期）进行，实训内容从以下几个
方面展开。１）供配电技术实训类：供配电操作、微机自动装置实验、线路微机继电保护实验、变压器微
机继电保护实验、电动机微机继电保护实验、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实验等；２）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类：输电
线路保护、变压器保护、安全自动装置功能等；３）ＤＴＳ实训类：利用ＤＴＳ进行各种自主研究，如潮流方式
研究、保护研究、事故预想研究、事故重演研究等，实现对调度员电网操作和事故处理等操作培训；４）电
力系统自动发电类：电力系统潮流控制、有功功率与频率控制、电压控制、电力系统故障等；５）电能生产
输配实验类：原动机调速系统实验、发电机励磁调节实验、系统运行方式实验、模拟系统短路实验、保护

装置静态实验等；６）电能使用实验类：双机双线路多负载实验、单机单线路多负载实验、单机双线路多
负载实验、双机单线路多负载实验、双机双线路多负载实验、多机多路多负载实验等。

３．３．３　创新训练模块
该模块实施“开放式、研究性”教学模式，巩固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增强学生对专业

知识的学习兴趣，培养训练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训练模块由专业开放实验、专

业创新团队两部分组成。具体设计如下：

一是专业开放实验类。实施方式：依托于学校的实验室开放项目申报，由教师拟定实验研究内容，

学生自由选题，每个实验室开放项目为１６学时。具体内容：根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计划，拟
从ＰＬＣ技术及应用、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力拖动与控制、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继电
保护、配电系统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发电技术等方面申报实验室开放项目。

二是专业创新团队。实施方式：依托电气专业师资力量以及专业创新实验室，组建隶属于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电气工程创新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大学生创新训练活动。具体内容：依托省、

校两个级别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以及大学生科技竞赛项目（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电子设计竞

赛、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等）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从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力电

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光伏发电技术等方面开展课外科技制作。

４　结论
辽宁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辽宁省特色专业和辽宁省重点支持专业，每年招生均在

１５０人以上。因此，针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特点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构建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形成系统化、模块化、层次化实验教学模式，将会带来以下预期效益。

一是有助于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构建了以能力培养

为主线的实验教学模式，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实验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多模块的实验平

台，学生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开展深入研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有助于系统培养学生

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是有助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可为我院广大教师

提供良好的工程实践平台和科研平台，有助于教师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三是能提高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科学合理的实验平台的建立，可以为

企业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培训、认证等服务，加强企业和学校之间的相互联系。

参考文献：

［１］詹习生，张先鹤．浅谈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验体系的构建［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０９（６）：１４１－１４２．
［２］赵立君，宋木庆．改革实验教学，适应创新人才培养［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００（５）：１０５－１０７．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