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线路的继电保护

——《现代供配电技术》教学设计样例



课题名称 电力线路的继电保护 课程名称 现代供配电技术

授课课时 2课时
授课对象及

人数
电气 1801 班/39 人

授课时间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授课地点 实训楼 1405

参考教材 《现代供配电技术项目教程》，张季萌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2。

其他资源

定时限过电流保护 Flash 动画、反时限过电流保护 Flash 动画、电

流速断保护继电器动作顺序 Flash 动画，学习通和智慧课堂等教学云平

台。纳米触控智能黑板，智能无线投屏系统，供配电系统实训装置，智

能手机、PPT 课件等。

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1.了解高压电力线路继电保护的装设原则；

2.掌握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反时限电流保护和电流速断保护

的动作特性；

3.掌握电流保护的优缺点。

能力

目标

1.能够对电流保护进行合理配置；

2.能够绘制电流保护的原理图。

课程

思政

目标

1.养成规范操作的职业素养；

2.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安全意识；

3.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学重点

1.定时限线路保护的配置原理；

2.反时限线路保护的应用；

3.电流速断线路保护的概念。

教学难点
1.电流速断保护的工作原理；

2.继电保护保护范围的确定。



课程思政

课堂导入中，利用信息化手段，向学生展示我国电力线路继电保护

领域国际领先的新技术、新工艺，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讲述“全国技

术能手”获得者、“大国工匠”、“电网特种兵”陶留海的事迹，弘扬

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学过程中引入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设计、操作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进行，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的理念、严谨专注的作风。在学与做中，培养学生“忠、毅”品

性、“严、细”作风和“精、优”质量观念。

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学生已经掌握了隔离开关、断路器的基本操作及在电

路中的作用等知识点，为本次课程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认知能力：授课对象为高职类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

观察力、记忆力强，具备逻辑思考能力，思维活跃，根据老师提示可以

自己解决一部分问题，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团队协作解决问题能力。

3.学习特点：喜欢通过视频、图片等直观教学方式接受新事物；期

待教学实训情景和现实工作场景相融合，提高未来就业竞争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早已扎根当代青年心中，鲜活生动的案例更容易引起学生

共鸣。

教学内容

分析

本次课内容选自项目五“供配电系统运行保障措施”，选用教材为

张季萌主编的《现代供配电技术项目教程》。具体内容为定时限、反时

限、电流速断电流保护装置的概念及构成；要求学生了解当前继电保护

的新技术，新工艺；理解电流继电器动作原理；能够绘制电流保护的原

理图。依据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对依据本专业

课程标准及对继电保护员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要求，本次课融入真实

岗位工作情景，以继电保护员日常工作操作项目为载体，以继电保护装

置的规范操作和日常检修为任务，将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继电器

的分类、工作原理、接线和操作等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优化，把“忠、

毅”品性、“严、细”作风和“精、优”质量观体现在每一个知识点，

每一步操作，每一次故障排除的过程中。教学全过程，融入弘扬民族自

豪感和工匠精神的实例教学，把课堂导入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把课

堂教学方式和工匠精神相衔接，把课堂教学内容和榜样人物的事迹相融

合，做到课堂思政“润物细无声”。

教学策略

深度融入信息技术，采用“线上+线下、课上+课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小组竞赛式”“演示法”“探究法”等教学方法多方位突破教学

重点，分层次展示教学难点；建立优势结合、师生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

学模式；构建“知识+技能+素质、过程+结果、线上+线下”三位一体全

方位、全过程、多方面的考核评价方式，达成教学目标。本次课的教学

实施过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部分组成。



教学策略

课前：设置任务，自主学习，视频学习强化民族自豪感。学生在完

成预习的基础上完成课前测验并提交，教师根据预习数据预判教学难点

和课堂进度。导入视频，展示我国电力线路继电保护领域国际领先的新

技术、新工艺。

课中：剖析归纳，探究新知。根据教学平台统计的测验数据，对共

性问题进行讲解，个别学习困难较多的学生需要重点辅导。通过 3D 模型、

flash 动画和小组演练，让学生掌握相间短路时的继电保护设置和要求，

采用 flash 讲解工作过程，小组作业展示点评等方式来突破教学重难点。

将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课堂，对接岗位提

高教学时效性。

课后：针对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答疑。布置本次课程

的重点知识对应的习题给予巩固，对教学难点给予开放性问题让学生解

决，以便掌握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课前：设置任务，自主学习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

主导活动

学生

主体活动

教学意图

教学手段

预习

任务

发布任务：预习

高压电力线路

的继保护，完成

预习测试题。

发布预习任务。
完成课前预习

测试题。

通过自学，掌握

识记性知识，了

解继电保护装

置的四性要求，

养成自学习惯。

学习

资料

1.推送国家标

准及相关条例；

2.推送flash动

画。

推送主题讨内

容，进行器件选

型并提交小组

作业。

讨论留言和互

赞。

自主

学习

继电器结构认

识。

统计作业完成

情况，预判教学

难点。

自主学习，了解

过电流保护的

工作过程。



课中：剖析归纳，探究新知

导入新课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

主导活动

学生

主体活动

教学意图

教学手段

预习

总结

继电器预习情

况反馈。

总结预习情况，

明确本次课教

学目标和重难

点。

接收发布学习

内容，了解本次

课程的重难点。

1.了解国家标

准，树立规范意

识；

2.了解常见的

线路故障都有

哪些。

导入

新课

讲述“全国技术

能手”获得者、

“大国工匠”、

“电网特种兵”

陶留海的事迹，

弘扬爱岗敬业

的劳模精神，引

入在继电保护

设计中要精益

求精，遵守规

范，导入本节课

程。

以“大国工匠”

的案例引导学

生讨论工匠精

神，从而引入在

继电保护设计

中要精益求精，

遵守规范，开始

本次课程。

观看视频，与教

师互动，讨论工

匠精神，了解电

力线路的继电

保护。

课中探究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

主导活动

学生

主体活动

教学意图

教学手段

知识讲解
定时限和反时

限的工作原理。

讲解定时限和

反时限的工作

原理。

掌握定时限和

反时限的定义。

让学生学习自

主分析问题，锻

炼逻辑思考能



力，提高动手能

力。
原理讲解

电流速断保护

的组成。

讲解速断保护

的工作过程。

分组讨论速断

保护的工作过

程。

示范演示

学生根据定时

限和反时限的

定义连接电路。

指导学生接线

并给予总结点

评。

学生完成电路

搭建并讲解。

参数计算
动作电流、动作

时间的整定。

讲解参数的选

取和公式的使

用方法。

能够理解参数

的意义，知道参

数的获取方法。

总结及作业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

主导活动

学生

主体活动

教学意图

教学手段

总结
知识回顾及总

结。

过电流保护装

置的动作过程

和参数的意义。

记录教学重难

点。

掌握继电保护

的工作原理及

要求，自主查资

料，培养学生敬

业、精益、专注

的工作作风，培

养学生“忠、毅”

品性、“严、细”

作风和“精、优”

质量观念。

作业

布置过电流继

电保护装置的

应用。

布置作业。 完成作业。

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通过大国工匠案例、3D 模型、flash 动画和视频等各种多媒体手

段刺激，让学生对工匠精神、职业素养有一个直观了解，对电力线路

继电保护工作过程感兴趣，利用实验设备动手操练，理解动作电流的

意义，掌握电力线路过电流继电保护装置的整定，体会工匠精神内核，

培养职业素养，完成本次课程的教学目标。



教学创新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扩展了教学空间。通过慕课网站或智

慧课堂批改下发的预习任务，及时反馈预习结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理实一体化，让学生把 flash 和实物

对应，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职业素养。

教学诊改

在讲解数值计算和参数选取时，学生兴趣大减，基础理论薄弱使

学生对计算兴趣很弱，在本次课程中弱化了参数计算，只需要掌握参

数的意义就可以，不再要求参数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