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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utomati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pplied colleges by means of 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this course curriculum status, and other aspects of social demand an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analysis, research, adjust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he replacement of old and new 

knowledge,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more than 1000 machine test platform instead of traditional test paper for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thus in such aspects a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mpetition ability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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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应用型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等专业，通过对电力电子技术这门课程在课程地位、社会需求和应用前景等方

面进行分析、研究，在课程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新旧知识的替换、用实践加仿真结合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以及 1000余题

的机考平台代替传统的试卷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在成绩考核及大赛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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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力电子技术是一门利用电力半导体开关器件对电能进行高效率的变换和控制的技术，它是 20 世纪

后半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崭新的技术，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电子、电力和控制三个领域的新型的工程

技术学科，是以应用为主的综合性工程技术基础类课程。 

1 基于工程实践的应用型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改革与实施的具体意义 

1.1 课程地位  

电力电子技术是我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学生只有在很好

的掌握了电力变换和控制的基础上，才能对输出的电源进行按照所需进行控制，并为电机拖动控制系统、

变频技术和电力系统装置等课程打下基础。 

1.2 社会需求  

从近几年的社会用人的需求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大多要求学生具备电机控制（变频调速）的能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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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重点就是电力电子技术）。因此电力电子技术是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重要的专业基

础课，在以实践为主要目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进行电力电子技术的教学

改革，势在必行。 

1.3 基于工程实践的应用型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改革与实施应用前景 

目前，几乎所有的工科学校均有自动化专业，大部分学校已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或正在申请该专业，

而所有的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均开设了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其中所讲的内容为电力变换的占到

80%，所以基于工程实践的应用型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改革与实施如果能够改革成功，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不

仅对本门课程，对该专业其他同类课程同样具有显著的借鉴和推广价值，可见是有广大的推广空间的。 

2 改革内容 

为了贯彻我校“应用为本、学以至用”的办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做到“会用、会看、会做”。

会用即要求学生能够正确使用电力电子器件，重点是参数选择、保护、驱动及使用中的特殊问题。会看即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变流电路的分析方法，不仅掌握定性分析，而且掌握定量计算，同时要掌握实验方法。

会做即要求学生能够正确设计简单的变流电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做到理论教学授予学生基本理论和分析

方法;实践教学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以巩固深化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目的。 

2.1 课程内容的改革 

本部分主要是授课内容的取舍，与以往不同，不再大面积、罗列式讲解，而是有针对性，与时俱进性

的讲解目前广泛应用的内容，如表 1 中的逆变电路部分，目前应用交流电机使用超过了直流电机，所以逆

变电路变得更为重要，增加了该部分的课时。而开关电源的使用也被广泛普及，并且大赛也经常有相关内

容，所以增加了该部分的授课内容，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2.2 授课方法的改革 

为了实现理实一体化，从实际应用引出课题，引出学生兴趣然后进行适当的理论分析，加入虚拟实验

平台（multisim 进行系统仿真）配合实验室实验设备加强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同时学会实践应用，具体方

法如图 1 所示。 

表 1 课程内容的改革 

章节 以往授课内容及重点（学时分配） 改革后授课内容及重点（学时分配） 

器件 

不可控(电力二极管)、半控（晶闸

管）、全控器件（GTO、GTR、

MOSFET、IGBT）的组成结构、

工作原理、特性分析、主要参数、

主要类型、器件的驱动电路分析、

器件的保护电路分析等   （8 学

时理论+2 学时实验） 

不可控(电力二极管)、半控（晶闸

管）、全控器件（GTO、GTR、

MOSFET、IGBT）的使用                     

（4 学时理论+4 学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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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电路 

单相半波整流电路（晶闸管）       

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晶闸管）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晶闸管）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晶闸管）   

三相半波可控控整流电路（晶闸

管）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晶

闸管）（24 学时理论+4 学时实验） 

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IGBT）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IGBT）             

三相半波可控控整流电路（IGBT）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IGBT）       

（16 学时理论+6 学时实验） 

逆变电路 

有源逆变电路                     

电压型逆变电路                   

电流型逆变电路                    

(4 学时理论+2 学时实验) 

有源逆变电路                      

电压型逆变电路                    

电流型逆变电路                         

（8 学时理论+2 学时实验） 

斩波电路   

（大赛内容） 

降压斩波电路                     

升压斩波电路                       

（4 学时理论） 

降压斩波电路                      

升压斩波电路                       

（4 学时理论） 

交流变换电路 

交流电力控制调压电路              

调功电路                        

（4 学时理论+2 学时实验） 

交流电力控制调压电路              

调功电路                         

（4 学时理论+2 学时实验） 

开关电源    

（大赛内容） 
  

不间断电源                        

开关电源                         

（4 学时理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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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授课方法的改革 

2.3 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理论的考核也不再是传统的计算分析，而变成机考平台，基础知

识，应用能力的考核。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考核方式及比例的改革 

2.4 配套资源平台的建设与改革 

修改对应大纲，学习有所依据    编写适应我们学习的教材    课件以动画为主，增加趣味性    题

库建设。 

3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 

3.1 与时俱进，紧密联系实际 

根据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在授课内容上给予整合，电路的分析设计上尽量使用现在广泛使用的大功

率、高频率的典型全控器件 IGBT 代替传统的半控器件晶闸管。 

3.2 应用理解大于控制设计 

针对我们学校学生的特点，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对知识的掌握更侧重于各种电路的作用、特点

及与各个电路对应的输出结果；而不是如何设计该电路。所以理论考核方式采用机考平台，更注重客观性

知识的掌握。 

3.3 与电子大赛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历年来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都会有一道关于电源类的题目，而所采用的基础知识就是本门课程斩波

与逆变的内容，所以无论是在绪论引入还是在具体内容的课程引入时，都选用大赛内容，学生学习兴趣会

更加浓厚。也为大赛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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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革成效 

经过两年多探索，工程型教学模式改革已收益显著。这首先表现在通过试点，一线教师的教育理论水

平和教改能力获得明显提升，先后发表了若干篇高水平论文，并培养了开展教育教学实验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提高了学生培养质量。一方面，学生的考试成绩非常理想，平均成绩达到了 80 分以上。另一方面一

些学生先后在高水平科技竞赛活动中获奖，例如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分别有一、二、三等奖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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