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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教育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XXXX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46-1号。 

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工程学院（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昌路18号，024-3197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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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规范 电气专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现代产业学院电气专业的建设原则、建设要求、课程体系规划、人才能力评价及运营

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高等院校的电气相关专业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现代产业学院 college of modern industry 

为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以应用型高校为

重点，在特色鲜明、与产业紧密联系的高校建设若干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产

业学院。 

4 建设原则 

总体要求 

参与产教融合建设的学校、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共享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的资源，遵循

“夯实职业素质基础、强化专业技术实操、促进科研创新发展”的原则，深化产教融合和教学改革，精

准培养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未来战略。 

职业素质基础 

教学课程结合电气设施设备安装和调试等实际应用案例，实训基地营造不同岗位化职业环境，提供

电力行业教学实训、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运营管理、技术服务等环节，培养面向现代制造业市场的职

业化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实用型人才。 

专业技术实操 

教学课程结合当下电力系统现行标准和技术水平，实训基地重点开展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新能源

发电与并网、智能电气设备等领域应用技术研究，培养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的专业技能需求，输送具

备电气专业发展的应用型、经验型人才。 

科研创新发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8F%91%E5%B1%95/38395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7%94%A8%E5%9E%8B%E4%BA%BA%E6%89%8D/106614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D%E5%90%88%E5%9E%8B%E4%BA%BA%E6%89%8D/76769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5%9E%8B%E4%BA%BA%E6%89%8D/98548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7%94%A8%E5%9E%8B%E9%AB%98%E6%A0%A1/226294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96%B9%E6%94%BF%E5%BA%9C/56284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AD%A6%E9%99%A2/195190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AD%A6%E9%99%A2/195190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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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电网设计、功能规划与布局及未来关键技术难题，以企业横向课题嵌入教学及实训课程，开放

新能源、储能、电力系统、新材料、科技成果转化等实习岗位，培养解决和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关键问题，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培养顺应电力产业发展趋势的高层次、技术型人才。 

5 建设要求 

产教资源 

积极与政府、行业、企业合作开发，结合产学研合作的目标，实训基地的选址、规划、设计、使用、

管理等应遵循投资主体多元、开放利用、资源共享原则。 

师资团队 

5.2.1 搭建“校内实训+校外实习”平台，制订师资队伍“分类培养、双向流动、互通互用”的双向流动

管理制度，形成专业教师与行业专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专兼结合、双向流动”的教学团队

建设机制。 

5.2.2 校内教师应毕业于电气相关专业，能够完成主干课程的教学。 

5.2.3 校外兼职教师应聘用制造业、科研院所的一线技术人员或研发人员，能够完成电气设备设计与

优化、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系统运行与控制等现场指导、毕业设计指导等工作。 

设施设备 

5.3.1 具备满足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实验教学、电气工程训练实践教学、电工电机实验教学的基础设

施。 

5.3.2 具备满足高比例新能源电网虚拟仿真实训、电力能源物联网应用技术实训、户外高压变电站实

训的设施以及企业实习现场的专业设施。 

6 课程体系规划 

三级梯度课程体系 

设置三级梯度课程体系，即基础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体系、科研课程体系。 

基础课程体系 

6.2.1 基础素质课程体系包括思想政治学习领域、人文素质学习领域。 

6.2.2 基础技术课程体系包括电气基础知识、电气基本运行原理、电气设备维护学习领域、电气设备

安装与调试学习领域、电气系统开发与设计学习领域、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学习领域、电气线路维修改

造与安装学习领域。 

6.2.3 基础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电工电子技能、维修训练操作、电气自动化生产线装调、智能安防实践

等课程。 

专业课程体系 

6.3.1 专业素质课程体系包括专业技能基础学习领域。 

6.3.2 专业技术课程体系包括电气设备安全可靠性学习领域、电气设备运行与试验学习领域、电力系

统运行与控制学习领域、电气产品研发与优化学习领域、电气线路设计与计算学习领域。 

6.3.3 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包括微电网技术、智能电网仿真、变电站运行仿真、火电机组电气运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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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控制技术仿真、微机继电保护、电力系统自动装置、电能计量、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等实习课程。 

科研课程体系 

6.4.1 科研理论 

6.4.1.1 科研素质课程体系包括：与电力企业开展产学合作，共建科研平台、工程科研中心、覆盖能

源电力行业发、输、变、配、用各个环节。 

6.4.1.2 科研技术课程体系包括：直流输电技术、电网运行控制、储能运行控制、电网环境保护、先

进输电技术等研究方向。 

6.4.2 科研实训 

6.4.2.1 采用虚拟仿真实训与实际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研实训。 

6.4.2.2 高比例新能源电网虚拟仿真实训包括：高比例新能源电网动态稳定性分析与调控、高比例新

能源电网规划与消纳能力评估、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新能源场站规划与商业模式分析、分布式新能源配电

系统运行与控制、分布式能源系统可靠性与高效运行等。 

6.4.2.3 电力能源物联网应用技术实训包括：双碳目标下基于电力物联网能源互联实验、电气系统及

设备智能监测实验、主动配电网运行与控制实验、交直流混合配电网运行与控制实验、虚拟发电技术实

验、多能互补运行实验等。 

6.4.2.4 户外高压变电站实训包括：电力设备廊道景观教学实训场、变电站户外设备实训场等。 

7 人才能力评价 

职业人才应： 

—— 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安全防护知识及本专业所必要的人文基础知识； 

——掌握机械设计与制图的基本知识； 

——掌握必须的电工、电路、电子技术理论知识；  

——掌握PLC、变频器等现代工控器件的基本知识； 

——具有机电一体化设备和电气自动化生产线的理论知识；  

——具有安全用电及急救常识； 

——能综合运用电子元件测试、电气设备安装等知识, 及时正确地处理生产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专业人才应具有 7.1要求的能力，还应： 

—— 具有社会责任感，熟悉电气领域的技术与相关标准，坚守职业规范，遵守职业道德，有意愿

有能力主动服务社会，并能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 能够独立从事电气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具有工程项目分析、设计与开发的专业

能力； 

—— 具备电气工程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具有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

作用的能力。 

科研人才应具有 7.1和 7.2要求的能力，还应： 

—— 能够解决电气领域复杂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 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和决策力，具备组织实施能力和科研表达能力； 

—— 具有国际视野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关注电气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备自主学习和自

我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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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包括：教学管理；教师、导师或特聘企业教师（导师）管理；学生管理；设备设施的日常

维护；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的沟通协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