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述

学习情境一 电力系统的认识

本部分内容为变电设备安装与维护课程的第一个学习情境——电力系统的认识。结合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标准、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整合优化本情境内容，设计两个子情境，共计 4 学

时。

通过本情境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电力系统及其组成，掌握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明确电力系

统的电压等级，了解电力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电力系统的运行及各种运行状态之间的转移，

了解电力调度系统；明确电能质量的衡量指标，会正确分析影响电能质量的因素，掌握提高电能质

量的方法。

本情境以电力系统基础知识为主。首先，通过纪录片中建国前后我国电力工业发展水平的鲜明

对比，结合万州人民为三峡工程移民作出的伟大贡献，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然后，探讨我国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发展趋势，融入国家发展

需求和实际工程问题导向以及前沿技术，激发学生从事电力行业工作的家国情怀。最后，观看国家

电网《你用电我用心》宣传片，感受央企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学生树立服务意识，培养爱岗敬业的

精神，达成本情境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子学习情境一 认识电力系统

1.教学分析

1.1 授课信息
子情境一 认识电力系统 课程名称 变电设备安装与维护

专业名称 电气技术应用 授课教师

授课对象 2022 级电气 1 班 授课学时 2 学时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1.2 教学内容
（1）电力系统的组成、基本概念和电压等级；

（2）我国电力系统的现状和智能化发展趋势。

1.3 学情分析

知识/能力基础：

（1）90%的学生熟练掌握电工、电子课程基础理论知识；

（2）所有学生能正确使用万用表等基本测量仪表。

情感态度价值观：

超过 3/4 的学生热爱所学的电气专业，但仍有 1/4 的学生职业情感和立业意识还有待加强。

学习特征：

（1）超过 2/5 的学生对单一的理论学习缺乏兴趣；

（2）1/2 的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学习，缺乏主动探究精神。

1.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素质目标

（1）了解电力系统的组成和

基本概念；

（2）理解电力系统的电压等

级；

（3）了解我国电力系统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

（1）能利用信息化平台和手

段开展课前、课后自主学习；

（2）能判断生产和生活实践

中的电压等级；

（3）能利用思维导图对课

前、课中、课后所思所学进

行总结归纳。

（1）播放视频并讨论，树立学生的

立业意识，塑造职业信念，培养职业

情感；

（2）组织学生自学和互学， 打消学

习上的畏难和抵触情绪，提高学生主

动学习、探究学习的意识。

1.5 重点难点
重点 难点

（1）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

（2）树立学生的立业意识，塑造职业信念，

培养职业情感。

（1）我国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发展趋势；

（2）提高学生主动学习、探究学习的意识。

1.6 主要教学方法
教法 任务驱动、翻转课堂、情景教学法

学法 探究式、参与式



2.教学过程

2.1 课前热身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教师将课前学习资料

上传平台，并发布任务让

班级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2）查看学生线上课前测

评的答题情况，对测评结

果进行分析；

（3）根据测评结果调整教

学策略和教案。

（1）进入平台，按照预习

任务单进行学习；

（2）初步梳理电力系统的

组成、基本概念、现状和

发展趋势等；

（3）完成线上课前测试。

（1）课前发布预习任务

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意识；

（2）利用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学生课前充分预习，

课上着重解决共性的重、

难点问题，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学习专注力。

方法：

任务驱动

翻转课堂

载体：

学习平台

2.2 课中内化
导学：平台签到树诚信，知识回顾建基础，电力发展史引思考（1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考勤；

（2）打开课前测试完成统

计页面，引导回顾课前关

于电力系统基本知识的预

习内容，再次提问，考察

学生的掌握情况；

（3）播放介绍我国电力工

业发展史的纪录片，引导

学生思考：电力系统的组

成和电力行业的特点。

（1）签到；

（2）根据教师反馈的课前

测试结果，反思课前自主

学习方面的不足，重新思

考做错的练习题，回答教

师提问；

（3）认真观看纪录片，根

据前序学习经验认真思

考，踊跃回答问题。

（1）通过签到，培养学生

守时、诚信的从业素养；

（2）学生观看电力工业发

展史纪录片，对电力系统

和电力行业建立起直观印

象，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

的学习兴趣；

（3）通过建国前后我国电

力工业发展水平的鲜明对

比，结合万州人民为三峡

工程移民作出的伟大贡

献，宣扬爱国主义精神，

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情怀，发扬集体

主义精神。

方法：

试错法

案例导入

载体：

学习平台

视频、案例

自学：获取任务理思路，汇报点评作小结（20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发布学生自学材料和

任务：电力系统的组成、

基本概念、电压等级、现

状等；

（2）指导学生快速获取有

用信息并通过互联网搜索

学习，做好笔记；

（3）指导学生用思维导图

对学习成果进行归纳总

（1）明确自学任务，接受

资源，自主学习相关基础

知识；

（2）通过网络查询不懂的

知识点，及时求助老师；

（3）学生归纳总结自学成

果，作出思维导图；

（4）学生代表进行学习成

果汇报，其他学生对其进

（1）接受任务，锻炼理解

能力，培养职业素养；

（2）自主学习，明确重、

难点，培养学习专注力和

自我管理能力；

（3）讲台汇报，展示成果，

增强自信心。

方法：

任务驱动

思维导图

载体：

学习平台

PPT、视频、

案例



结；

（4）通过摇号选出学生代

表进行汇报，教师对导图

作出点评。

行点评和补充。

互学：分组探究促协作，电力系统述现状（2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指导学生组建结构化

的学习小团队；

（2）布置小组互学任务：

用专业术语全面描述我国

电力系统现状并预判未来

发展趋势；

（3）课堂巡视，解决学生

讨论中的疑问；

（4）引导各小组整合学习

成果，开展互评。将整合

后的作品上传到学习平

台。

（1）在教师的指导下组建

团队，确定分工和职责；

（2）接受学习任务；

（3）小组内部和小组间相

互讨论，会使用专业术语

描述电力系统。及时向教

师寻求帮助；

（4）进行小组互评，用思

维导图整合归纳小组互学

成果。将作品上传学习平

台。

（1）鼓励学生勇敢探索新

方法、新技术，提升主观

能动性，培养创新能力；

（2）鼓励学生对导图反复

琢磨，不断探索，互相学

习，寻求最优解，培养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方法：

合作探究

头脑风暴

案例导入

载体：

学习平台

导图作品

展学：发展趋势做探讨，学生分享亮成果，教师梳理做总结（20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通过摇号的方式选出

小组代表进行汇报，并对

学生的汇报进行点评；

（2）点评学生自学、互学

过程，总结本堂课知识，

表扬优秀个人和团队；

（3）引导学生探讨我国电

力系统的智能化发展趋

势。

（1）以小组为单位上台展

示作品，进行自评、互评

以及老师点评；

（2）听取教师点评，认真

反思并做记录；

（3）探讨我国电力系统的

智能化发展趋势。

（1）上台展示，培养团队

协作意识；

（2）学生总结，实现提高，

培养表达能力；

（3）探讨我国电力系统的

智能化发展趋势，融入国

家发展诉求和实际工程问

题导向以及学科前沿，激

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方法：

案例导入

试错法

人物代入

载体：

导图作品

学习平台

2.3 课后拓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要求学生结合多方意

见再次完善遗漏的知识

点；

（2）引导学生关注电力行

业和电气科普方面的公众

号，布置课外拓展学习任

务。

（1）再次完善思维导图等

学习成果；

（2）关注电力行业和电气

科普方面的公众号，了解

我国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发

展趋势。

（1）通过课外自学了解我

国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发展

趋势，进一步培养学生的

立业意识；

（2）引导学生通过公众号

等进行课外补充学习，培

养学生利用信息化手段和

平台自学的意识。

方法：

任务驱动

翻转课堂

载体：

导图作品



3.考核评价
内容

角色

评价

方式

课堂

出勤

作业

提交
测验

任务

完成

效果

合作

精神

积极

主动

责任

担当

时间观

念

自身

素养

提升

总

评

教师

行业

专家

小组

成员

学生

注：评价方式分为三个等级：非常好、好、继续努力，根据学生表现请在相应栏中打“√”。

4.教学反思
（1）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有效利用起课余时间，课上时间高

效解决教学重、难点问题。但个别学生习惯了被动式学习，课外主动探究学习的意识有待在后期

的教学中进一步培养。

（2）课堂活动分组互学环节，各小组整体组织有力。但个别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少，在接下来

的教学课程里需进一步激发其兴趣和学习热情。

（3）观看当地某电厂党员突击队迎峰度夏保供电的视频，使学生对电力系统和电力行业建立

起直观印象，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视频中红色党旗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人文情怀。



子学习情境二 电力系统的运行

1.教学分析

1.1 授课信息
子情境二 电力系统的运行 课程名称 变电设备安装与维护

专业名称 电气技术应用 授课教师

授课对象 2022 级电气 1、2、3 班 授课学时 2 学时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1.2 教学内容
（1）电力系统的构成、运行以及调度；

（2）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指标以及影响因素。

1.3 学情分析
知识/能力基础：

已掌握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电压等级等知识，全班学生考核测试通过率高达 95%。

情感态度价值观：

经过前期学习，超过 2/3 的学生具备一定立业意识，但 1/4 的学生仍欠缺电力人的服务意识

和爱岗敬业精神。

学习特征：

超过 3/4 的学生喜欢情境化教学模式，1/4 的学生不喜欢纯理论学习，习惯于动手实践操作。

1.4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素质目标

（1）了解电力系统的构成、

运行以及调度；

（2）理解电力系统电能质量

的指标以及影响因素；

（3）掌握提高电能质量的方

法。

（1）能通过信息化学习平台

自主学习；

（2）能使用仿真软件“游

学”，了解电网运行和调度部

门的工作实况；

（3）能在 VR 中模拟操作调

控电能质量。

（1）进一步培育职业认同感、提升

职业素养、树立职业自信心；

（2）使学生树立电力行业的服务意

识；

（3）通过连线三峡水电公司调度和

配电部门员工现场解说，培养学生遵

章守纪、爱岗敬业的意识。

1.5 重点难点
重点 难点

（1）电力系统的构成、运行以及调度；

（2）使学生树立电力行业的服务意识。

（1）理解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指标以及影响因素；

（2）培养学生遵章守纪、爱岗敬业的基本职业道德。

1.6 主要教学方法
教法 任务驱动、思维导图、行动导向

学法 探究式、体验式



2.教学过程

2.1 课前热身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教师将课前学习

资料上传平台，并发布任

务让班级学生进行自主学

习；

（2）查看学生线上课

前测评的答题情况，对测

评结果进行分析；

（3）根据测评结果调

整教学策略和教案。

（1）进入平台，按照

预习任务单进行学习；

（2）初步梳理电力系

统的构成、运行以及调度，

理解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

指标以及影响因素等；

（3）完成线上课前测

试。

（1）课前发布预习任

务单，学生在网络平台上

收集动画资料，启发创新

思维；

（2）利用翻转课堂的

教学模式，学生课前充分

预习，课堂上着重解决共

性重、难点问题，提高教

学效率，培养学习专注力。

方法：

任务驱动

翻转课堂

载体：

学习平台

2.2 课中内化
导学：平台签到树诚信，知识回顾建基础，国网宣传引思考（1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考勤；

（2）打开课前测试完成统

计页面，引导回顾课前关

于电力系统基本知识的预

习内容，再次提问，考察

学生的掌握情况；

（3）播放国家电网《你用

电 我用心》宣传片。

（1）签到；

（2）根据教师反馈的课前

测试结果，反思课前自主

学习方面的不足，重新思

考做错的练习题，回答教

师提问；

（3）认真观看宣传片，根

据前序学习经验认真思

考，踊跃回答问题。

（1）通过签到，培养学生

守时、诚信的从业素养；

（2）国家电网《你用电 我

用心》宣传片讲述央企担

当，引导学生树立服务意

识，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

方法：

案例导入

载体：

学习平台

案例

自学：获取任务理思路，汇报点评作小结（2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发布学生自学材料和

任务：电力系统的构成、

运行和调度以及电能质量

控制等；

（2）指导学生快速获取有

用信息并通过互联网搜索

学习，做好笔记；

（3）指导学生用思维导图

对学习成果进行归纳总

结；

（4）通过摇号选出学生代

表进行汇报，教师对导图

作出点评。

（1）明确自学任务，接受

资源，自主学习相关基础

知识；

（2）通过网络查询不懂的

知识点，及时求助老师；

（3）学生归纳总结自学成

果，作出思维导图；

（4）学生代表进行学习成

果汇报，其他学生对其进

行点评和补充。

（1）锻炼学生沟通能力，

明确自学任务，冠以电力

调度部门两票三制等知

识，培养学生的行业素养；

（2）学生上讲台汇报展示

自学成果，提高其电力作

为服务行业所必须的有效

沟通的能力；

方法：

任务驱动

思维导图

载体：

学习平台

PPT、视频、

案例



互学：分组探究促协作，电力系统论机制（2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指导学生组建结构化

的学习小团队；

（2）布置小组互学任务：

用专业术语全面描述电力

系统的运行和调度机制以

及电能质量控制手段；

（3）课堂巡视，解决学生

讨论中的疑问；

（4）引导各小组整合学习

成果，开展互评。将整合

后的作品上传到学习平

台。

（1）在教师的指导下组建

团队，确定分工和职责；

（2）接受学习任务；

（3）小组内部和小组间相

互讨论，会使用专业术语

描述，及时向教师寻求帮

助；

（4）进行小组互评，用思

维导图整合归纳小组互学

成果，将作品上传学习平

台。

（1）鼓励学生相互学习，

不断探索寻求最优解，培

养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

（2）培养学生敢于尝试的

勇气，提升创新能力；

（3）提升小组内、小组间

学生探究学习的参与度和

建构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掌握沟通这项职场必备技

能。

方法：

合作探究

头脑风暴

案例导入

载体：

学习平台

导图作品

展学：电能质量做探讨，学生分享亮成果，教师梳理做总结（1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通过摇号的方式选出

小组代表进行汇报，并对

学生的汇报进行点评；

（2）点评学生自学、互学

过程，总结本堂课知识，

表扬优秀个人和团队；

（3）引导学生探讨电力系

统电能质量的控制；

（4）布置课后任务。

（1）以小组为单位上台展

示作品，进行自评、互评；

（2）听取小组自评、互评

和教师点评，认真反思并

做记录；

（3）探讨电力系统电能质

量的控制原理及手段；

（4）获取课后任务和预习

通知。

（1）通过小组上台展示，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

识；

（2）使学生通过总结来实

现提高，掌握总结报告这

项职场技能，培养其表达

能力。

方法：

案例导入

试错法

人物代入

载体：

导图作品

学习平台

2.3 课后拓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方法与载体

（1）要求学生结合多方意

见再次完善遗漏的知识

点；

（2）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

的电网部门和楼宇配电系

统，进行课外学习；

（3）回顾本情境电力系统

相关知识，组织学生对本

情境所学所思进行归纳总

结，以“如何做一名敬业、

爱党的电力工人”为主题，

写一篇 600 字以上的心得

体会。

（1）再次完善思维导图等

学习成果；

（2）观察生活中的电网部

门和楼宇配电系统，进行

课外补充学习；

（3）完成一篇以““如何

做一名敬业、爱党的电力

工人””为主题的心得体

会。

（1）通过反复完善学习成

果，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
（2）引导学生通过生活实

践进行课外补充学习，学

会思考;

（3）通过写一篇心得体

会，树立学生的爱党意识，

培养敬业的职业素养。

方法：

任务驱动

生活实践

载体：

导图作品



3.考核评价

内容

角色

评价

方式

课堂

出勤

作业

提交
测验

任务

完成

效果

合作

精神

积极

主动

责任

担当

时间

观念

自身

素养

提升

总

评

教师

行业

专家

小组

成员

学生

注：评价方式分为三个等级：非常好、好、继续努力，根据学生表现请在相应栏中打“√”。

4.教学反思
（1）大多数学生都能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掌握系统运行、调度和电能质量控制等知识，

学生对布置的课外拓展练习有浓烈的兴趣。

（2）小组讨论法和探究式学习使部分学生不仅在专业知识上有所成，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组

织领导能力。学生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同时也提供了向其他学生学习的

机会，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培养学生之间的友谊。

（3）通过现身说法讲解电力系统运行和调度部门员工的工作状况，教学过程中自然渗透进电

力行业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的思政元素，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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