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项目教学法在《电力系统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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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研究了项目教学法在《电力系统分析》课程中的应用。通过详细介绍课程主要内容，设计了多个综合项目，并提

出了综合的评价办法。从教学效果来看，项目教学法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最后通过反思与改

进，优化课程教学方法，进一步完善课程内容，提升教学效果和质量。本研究为电力系统分析课程提供了有益的教学

方法，可为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电气工程专业人才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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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ourse of "Power 

System Analysis". By introducing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 detail, multiple comprehensive 

projects are designed, an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Judging from the 

teaching effect,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can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Finally, through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 course 

is optimized, the course content is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 are enhanc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beneficial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ourse of Power System Analysis and offers 

ideas for cultivat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with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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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力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一，对于保障能源供应和社会运行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作为电力工程专业的核心课

程，《电力系统分析》对于培养学生的电力系统运行和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教授该课程时存在一些局限性，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实践能力。

为了解决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教育界不断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项目教学法作为一种积极和合作的学习方式，自提出以

来，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推崇，而且很多学者也尝试将项目式教学法本土化，将其应用在本国学校的一些学科教学中 [1]。文献 [2]根据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要求和特色，提出在《制图测绘》课程中开展项目式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进行了改革尝试；文

献 [3]探讨了新工科背景下《塑料模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文献将项目式教学法在工程材料类课程中进行应用；文献 [4]研究了项目式教

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 ESP教学中的设计原则。项目式教学法在各个学科中的应用也越发成熟，学者们也渐渐开始此教学法实施效果的

研究，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

《电力系统分析》是电气工程专业中一门重要的核心课程，在专业教学和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计划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5]。课程的主

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对电力系统的运行、分析和优化的理解和能力，包括以下内容：（1） 电力系统基本概念；(2) 系统元件参数计算与模

型；（3） 电力系统潮流计算；（4）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的调整与控制；（5） 短路分析，包括对称和不对称短路分析；（6） 系统

稳定性分析。

传统的电力系统分析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的被动接受，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乏实践能

力的培养，缺乏团队合作机会。项目教学法作为一种活动性和合作性教学方法，可以改善传统教学方法在电力系统分析教学中的局限

性。本文旨在探索项目教学法在《电力系统分析》教学中的应用，通过本研究的开展，我们期望能够为《电力系统分析》教学的改进提

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电气工程专业人才 [6]。



2025.12 | 105

一、项目教学法在《电力系统分析》教学中的应用

（一）项目内容设计

考虑到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电力系统基本概念、潮流计

算、调频调压、短路计算、稳定性分析几大部分，因此本课程设

计了5个相关的项目，项目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1 项目内容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1 认识变电站

虚拟仿真，参观变电站，认识各种

设备， 进行送电和停电的倒闸操

作。

2 电力系统潮流计算
利用软件编程，仿真实现牛拉法计

算标准算例的潮流。

3 电力系统调压
利用变压器、并联电容器等手段调

整电压，使得电压在允许范围内。

4 电力系统短路故障分析
设置不同称短路故障，观察电流电

压的变化。

5 电力系统稳定性分析

设置扰动，观察功角变化；提出提

高系统稳定性的措施，进行仿真验

证。

（二）项目教学法教学模式

本课程教学模式由课前自主学习、课中互动学习、课后拓展

学习3个部分构成，其中课中学习又分为理论课堂和实践课堂两部

分，详见下图。

1.课前自主学习。围绕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并制定教学计

划，确定线下课堂教学内容和在线学习内容。对于在线学习，通

过学习通平台推送课前预习公告和学习重难点，并发布相应的在

线学习资源 [7-8]。学生根据线上发布要求自由安排时间观看教学

视频，完成要求的知识点学习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测试

习题。便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为课堂环节的教学设计提供依

据。教学资源如下图所示。

2.课中互动学习。分为理论课堂和实践课堂两部分，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主要针对课前自主学习中反馈出的学生比较难以掌握

的知识和不适合线上学习的知识进行互动式学习。通过课堂教学

解析重难点知识，并选择性讲解测试题和评价讨论区发帖等等，

设置丰富的课堂活动来跟同学们及时互动。除了理论学习，还有

实践课堂，即在机房中进行项目式练习，老师发布项目任务书，

学生通过仿真将课堂中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3.课后拓展学习。课堂结束后，将经过梳理和课后总结的课

堂教学重难点发布到学习通上，供学生进一步巩固知识，同时发

布课后拓展任务。

（三）项目教学法实施

首先，在《电力系统分析》中采用面向工程应用的项目教学

法，对于一个电力系统，要将物理系统抽象为数学模型，需要建

> 图1 项目教学法教学模式

立电力线路、变压器的等值电路，并且计算出相关参数；要对电

网进行运行管理必须知道支路功率和节电电压等参数，需要进行

潮流计算 [9]；为了保障系统的电压和频率在规定范围内需要对系

统的电压和频率进行管理和调整；为了保障电力系统在遇到各种

扰动时能够维持稳定运行，需要进行各种对称与不对称故障分

析，以及稳定性分析。通过这样的项目设计，帮学生更好地理解

理论知识的应用场景。

其次，建设了两个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变电站运行综合虚拟

仿真实验以及220kV变电站电气一次部分设计虚拟仿真实验，前

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电力系统中涉及到的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

并学会基本的倒闸操作 [10-11]；后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一次系统

设计的概念，并将课堂中所学的潮流计算、短路计算等应用到设

计中去。图2为虚拟仿真平台。

最后，在每个项目中设置探究性问题，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以

及小组协作，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课堂上汇报，与同学和老

师共同探讨。

二、项目教学法的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考核包括四个指标，即线上学习、平时作业、大作业

和期末考试。线上学习包括完成在线预习的视频和随堂练习任务

点 [12]；平时作业即每个章节发布的测试题（选择填空题）以及

计算题；大作业即完成课程内容中设计的项目实践练习，形成项

目报告并进行答辩，评分包括项目训练成果、项目报告、项目展

示、项目团队评估等指标。

为了其中每个考核指标具有显现度，课程的每一个目标都支

撑着培养计划中的一条毕业要求，同时，将教学内容进行重构，

每一个教学内容都对应到相应的课程目标。其次，明确每一块教

学内容在考核中的占比，这样可以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提供依

据 [13]。第三，在每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后，由课程负责人评价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同时发放学生自评表让学生进行自评，对比发现

教学执行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偏差从而进行改进。

三、教学效果及反思

通过在《电力系统分析》这门课程中实践项目教学法的内

容，收到了学生们的许多良好的评价，课堂氛围和教学效果有一

定提高，对近两级学生整体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对比，发现课程

> 图2 虚拟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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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达成情况均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也发现在目前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1）课时安排方面，有一半的课时是在机房进行，但

是有时候需要在机房讲授理论知识时效果不太好；（2）由于实践

课程占用了一些课时，导致理论课时压缩，有些内容没法完成；

（3）项目数目较多，学生时间有限，导致这些项目只能进行初步

探索，无法深入拓展。

下一步改进的方向：（1）进一步重构教学内容，将理论课时

和实践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分配，并进行充分的教学设计，

使两者既能独立也能比较连贯；（2）加强对学生线上学习的监

督，使学生充分地预习，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14-15]；（3）对项

目数目和内容进行精简和调整，分为初级篇及高级篇，初级篇只

需要按照任务书以及指导手册进行操作即可，高级篇设置开放性

的问题，需要学生自己进行拓展。

四、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项目教学法在《电力系统分析》课程中的应用，

并探讨了该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成果和能力提升的影响，项目教

学法作为一种实践性和综合性教学方法在电力系统分析教学中具

有重要的价值和可行性。

在项目教学法的应用中，我们介绍了《电力系统分析》课程的

目标和内容概述，并提出了具体的项目设计内容和实施过程，其中

包括电力系统潮流计算、频率和电压调整、系统短路故障分析以及

综合作业等项目。综合的考核与评价办法确保了全面评估学生学习

成果和能力提升，反思与改进过程有助于优化项目设计、指导方式

和课程内容，提升学习效果和体验。项目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兴趣，为培养电气专业人才提供了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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