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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轮机设备及运行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和火电厂集控运行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文以高校汽轮机设备及运行课程为研究对象，从

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及考核模式方面分析课程教学现状及问题，为后续课程诊改提供理论基础，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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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和火电厂集控运行是实践性很强的工科专

业，毕业生主要在火力发电厂、核电站、电力建设公司等从事热能与发

电工程领域热力设备运行维护、安装检修及技术管理等工作。汽轮机设

备及运行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和火电厂集控运行专业的核心专业课。课

程内容包括汽轮机工作原理、本体结构、调节保护及供油系统及凝汽器

设备运行等。前期课程有传热学、流体力学等，后续有电厂集控运行、

热力发电厂等课程。 

1 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鉴于目前较快发展的电力工业，基于人才培养的定位，对接企业需

求，以保证教学质量为目的，本文以高校“汽轮机设备及运行”课程为

研究对象，分析本课程教学现状，为后续课程诊改作理论支撑。本课程

目前主要教学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如下： 

1.1 教学内容不能跟进生产技术的更新 

当前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能源结构的调整，传统火电厂岗位职能

变化，垃圾焚烧电厂、核电厂以及新能源企业的需求不同，这对高校电

厂热能动力装置和火电厂集控运行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学

生素质已整体改变，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都未更新，造成教学内容

与企业需求脱节、专业建设与就业岗位不对接，学校教育偏离行业标准。

教学内容是课程体系中的核心，目前国内外汽轮机技术发展较快，汽轮

机设备及运行课程部分教学内容过于陈旧，缺乏更新，部分重点内容已

被淘汰，是当前应该重视的问题。 

1.2 教学资源陈旧缺失 

部分院校现有教学资源种类繁多，需要系统性的整理、完善；资源

不能达到有效的教学效果、内容形式陈旧；新技术、新知识的教学资源

有待补充。教育部 2018 年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信息化教

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已成为必然的方向。已有部分院校把“汽轮机设备

及运行”课程融入信息时代，开发了信息化的教学资源库，建设网络在

线课程。但目前的利用程度并不高，对教学质量的促进程度也不大。很

多院校开发了网络课程后并没有投入在真实的教学环节中，学生利用很

少，甚至不用。如何有效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愿

意学习，是高校教育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1.3 教学模式传统 

“汽轮机设备及运行”是理论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专业课程，课程

理论知识偏多，课时量有限，目前的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接受”的教学

方式，教师主导学生被动。如何激发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现在高校

教学的难点和重点。 

根据 近几年的电力企业调研，行业技术更新加速，对学生的技能

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大型发电集团对毕业生在综合分析能力和学习能

力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院校已展开了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实践。

有的院校采用任务式的教学方法，通过对电厂岗位的分析，电厂汽轮机

岗位的典型工作是汽轮机的启动、运行、停机控制，事故处理和结构检

修。以工作任务为依据，基于汽轮机的生产郭晨，考虑实用性、操作性

和典型性设计工作任务。理实一体化教学、项目教学等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值得

参考和借鉴。 

1.4 考核模式单一 

传统的考核主要是平时成绩+期末成绩。考试内容上局限于教材上的

基础理论，缺乏实践能力、技能操作、职业规范、分析能力的综合考核。

学生突击背老师的复习重点就能及格，且考完就忘完。这样的考核形式

并不能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不能达到培养综合性应用人才的目的。

多元化考核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才能有效的促进素质教育。多种评价方

法，多种评价途径，多种评价主体，多种评价标准等考核模式，既实现

素质教育，又注重知识能力培养，有效实现教学过程化、多维度的监控

管理，促进教学质量和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如何针对“汽轮机设备及

运行”课程特点，内容上的难点重点，有必要探讨和开展多元化的考核

模式，发挥考核评价对学生学习的引导作用，才符合人才培养目标。 

2 总结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对应的学生整体素质发生变化，教师执教理念

不断更新，教育环境和教育平台多样化。传统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的考核模式,滞后的教学资源平台，已不适

应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通过对高校"汽轮机设备及运行”课程教

学现状分析，找到该课程存在的问题，为后续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中心的

课程诊改工作做出理论支撑。有效促进诊改工作的推进与实施，持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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