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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电》课程标准

（2021 版）

课程代码：JDBAQYD001ABXZJ1 学时：144 学分：8

适用专业：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机电技术应用等

专业代码：053100,660302,080500,700105

一、适用对象

中职三年制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

二、课程性质

《安全用电》是一门与现场工种对应的职业课程，是一门

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课程，该课程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培

养目标，培养学生在安全方面的专业技能，使学生毕业后在从

事相应岗位的工作中，具备扎实的岗位技能。

三、课程目标

名称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具有电路分析计算知识；

2.熟悉防止人身触电的安保技术知识；

3.掌握雷电及防雷知识；

4.掌握变配电所（站）安全运行知识；

5.熟悉火灾与爆炸的知识；

6.具备触电急救和外伤救护的知识。

技能目标

1.具备防止人身触电的安保措施制定工作能力；

2.具备防止雷电事故发生的保护措施制定工作能力；

3.具备变配电所（站）安全运行监护工作能力；

4.具备编制电气安全工作制度的工作能力；

5.具备消防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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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备触电急救和外伤救护工作能力；

7.具备事故抢修和事故调查分析工作能力；

8.具备安全用电检察工作能力。

素质目标

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较强的自学能力，能收集处理使用各

种新信息，快速更新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能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能及时捕捉本专业新技

术、新知识，了解该领域发展动态和方向；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能力，具有初步的组织管理

能力，具有一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能力；具备本专业所需简单

的制图和设计能力；熟悉一门外语，借助字典阅读专业外文资料。

四、课程设计思路

安全用电课程根据电力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从业岗位调研，

与企业能工巧匠、技术主管一起，根据工作领域和岗位的任职

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通过对从事安全工作的岗位

进行分析，归纳出安全员工种岗位的工作任务，以岗位任务为

培养导向，以安全员职业资格标准为培养目标。

学习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学习情境

安全用电

电气绝缘施工与检查

能熟练操作

防止人身

触电措施

电气安全间距施工与检查

电器设备屏护施工与检查

保护接地施工与检查

保护接零施工与检查

重复接地施工与检查

錾、锯、锉、钻等一般钳工工作

识读输电线路控制、信号、测量等

回路图，熟练地按图查线，判断其

回路接线的正确性

能熟练读图

防雷装置的选用

能熟练操作
防雷保护

措施

防雷装置的安装

防雷装置运行与维护

錾、锯、锉、钻等一般钳工工作



3

变配电所值班
能熟记规章制

度
变配电所

安全运行

措施

变配电所倒闸操作

能熟练操作
变配电所安全运行与维护

变配电所事故处理

填写值班记录

电气值班
能熟记规章制

度

电气安全

做业措施

电工安全用具选用

能熟练操作
电工安全用具检查

电工安全用具保管

填写值班记录

电气火灾与爆炸预防措施制定
能熟记消防安

全法规
电气防火

与防爆安

全措施
消防器材选用

能熟练操作
电气火灾扑救

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能熟练操作

触电急救

与外伤救

护措施

胸外心脏挤压急救

人工呼吸急救

外伤急救

设计文件审核
能熟知安全生

产法规

安全用电

监察与用

电事故调

查

施工检查

能熟练操作
竣工检查

运行定期检查

用电事故调查

用电事故处理
具备事故分析

能力

五、课程内容

学习情境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学时

1 防止人身触电措施 制定安保措施 5

2 防雷保护措施 防雷装置选用、安装与维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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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配电所安全运行

措施
变配电所安全运行与值班 6

4 电气安全工作措施 电气安全用具选用、保管与电气值班 6

5
电气防火与防爆安

全措施

电气火灾与爆炸预防措施制定与消

防器材使用
6

6
触电急救与外伤救

护措施
触电救护措施 3

7
安全用电监察与用

电事故调查

电气施工安全检查与用电事故调查

处理
5

六、课程教学实施

（一）课程整体教学设计

学习情境 1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防止人身触电措施 参考学时 5

项目名称

1.电气绝缘施工与检查

2.电气安全间距施工与检查

3.电器设备屏护施工与检查

4.保护接地施工与检查

5.保护接零施工与检查

6.重复接地施工与检查

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防止发生人身触电的各项安保措施的实施和检查等任

务的完成，用行动导向实施学习，学做结合，使学生具备

防止人身触电事故发生的工作任务能力

教学任务

1.原理部分：电路分析计算；

2.装置单元部分：为实现保护功能，各保护措施的工作原

理；

3.规程规范部分：《电气安全作业规程》相关条款。

教

学

目

标

知识
1.了解短路、接地、接零的工作原理；

2.了解电对人体的伤害。

技能

1.能熟练施工检查各项安保措施；

2.掌握按规程要求的电气作业方法；

3.掌握分析、查找、排除危险隐患的方法。

态度
1.知道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2.培养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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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会评价判断能力

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防止人身触电安保措施的检查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有关调试规程，职

业工种要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制定

计划，计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原理知识和检查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2 人，以行动为导

向，边检查边学习，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逐步掌握

检查工作的方法并形成检查技能。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项填写检查清单，归档技术资料，小组

展示成果，并根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安全意识，提

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项目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可以在校内按现场要求布置（安

全措施、仪器仪表、电流电压发生设备、记录单等）的电

工实训场进行具备安保措施检查，操作规范与熟练，并具

备安全生产的意识和与人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

学生

角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电力行

业安保措施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学习情境 2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防雷保护措施 参考学时 5

项目名称

1.防雷装置的选用；

2.防雷装置的安装；

3.防雷装置运行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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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用行动导向学习防雷保护原理和保护装置选用、安

装、维护等任务的完成，学做结合使学生具备完成防雷保

护装置运行管理工作能力。

教学任务

（1）原理部分：雷电形成和发生雷击原理；

（2）装置单元部分：为实现保护功能，防雷装置工作原

理；

（3）规程规范部分：《建筑与设备防雷规范》相关条款；

（4）试验部分：防雷保护装置安装与检查。

教

学

目

标

知识

1.熟知防止雷击各种保护的工作原理；

2.熟知防雷保护种类及保护机理；

3.熟悉各类防雷保护装置的应用；

技能

1.具备防雷装置的选用能力；

2.掌握防雷保护装置的安装；

3.掌握防雷保护装置的检查；

4.掌握分析、查找、排除防雷保护装置故障的方法。

态度
1.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

2.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防雷保护措施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有关调试规程，职

业工种要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制定

计划，计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原理知识和检查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4 人，以行动为导

向，边检查边学习，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逐步掌握

检查工作的方法并形成工作技能。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项填写检查清单，归档技术资料，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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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成果，并根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安全意识，提

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项目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可以在校内按现场要求布置（安

全措施、仪器仪表、电流电压发生设备、记录单等）的建

筑物防雷保护现场进行保护装置的安装检查工作能力，操

作规范与熟练。并具备安全生产的意识及与人沟通、合作

能力。

学生

角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防雷保

护规程规范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学习情境 3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变配电所安全运行措施 参考学时 6

项目名称

1.变配电所值班；

2.变配电所倒闸操作；

3.变配电所安全运行与维护；

4．变配电所事故处理；

5．填写值班记录。

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用行动导向学习变配电所安全运行等任务的完成，学

做结合使学生具备完成变配电所倒闸操作的工作能力。

教学任务

（1）规程规范部分：《变配电所安全运行》、《变配电所值

班规程》相关条款；

（2）操作部分：变配电所倒闸操作。

教

学

目

标

知识
1. 熟知变配电所值班要求；

2. 熟知变配电所事故处理程序。

技能

1. 具备变配电所值班能力

2. 能正确进行变配电所倒闸操作

3. 掌握按规程要求的变配电所安全运行规章制度；

4. 掌握分析、查找、排除变配电所事故隐患的方法。

态度
1. 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

2. 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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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变配电所安全运行措施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有关变电所值班规

程，职业工种要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

制定计划，计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原理知识和变电所值班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4 人，以行动为导

向，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初步掌握变电所值班工作

的方法。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项填写值班记录，归档技术资料，小组

展示成果，并根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安全意识，提

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项目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可以在校内按现场要求布置的变

电所实训场内进行值班和倒闸操作，操作规范与熟练。具

备安全生产的意识及与人沟通、合作能力。

学生角

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变电所

安全运行规

程规范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学习情境 4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电气安全工作措施 参考学时 6

项目名称

1. 电气值班；

2. 电工安全用具选用；

3. 电工安全用具检查；

4. 电工安全用具保管；

5. 填写值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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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用行动导向学习电气安全工作措施等任务的完成，学

做结合使学生具备完成电气值班工作能力。

教学任务
（1）规程规范部分：《电气值班作业安全规范》相关条款；

（4）操作部分：各类电工安全用具的使用。

教

学

目

标

知识
1. 熟知电气值班要求；

2. 熟知各类电工安全用具的使用原理。

技能
1. 具备电气值班工作能力

2. 能正确使用各类电工作业用具。

态度
1. 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

2. 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电气安全工作措施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有关电气值班规程，

职业工种要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制

定计划，计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原理知识和值班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4 人，以行动为导

向，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初步掌握电气值班工作的

方法。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项填写值班记录，归档技术资料，小组

展示成果，并根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安全意识，提

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项目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可以在校内按现场要求布置的实

训场进行电气值班训练。具备安全生产的意识及与人沟

通、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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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角

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电气值

班规程规范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学习情境 5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电气防火与防爆安全措施 参考学时 6

项目名称

1. 电气火灾与爆炸预防措施制定；

2．消防器材选用；

3．电气火灾扑救。

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用行动导向学习电气防火与防爆安全措施等任务的完

成，学做结合使学生具备电气防火与防爆安全作业工作能

力。

教学任务

（1）原理部分：火灾与爆炸原理；

（2）规程规范部分：《消防法》相关条款；

（3）操作部分：正确选用和操作消防器材。

教

学

目

标

知识 熟知火灾、爆炸原理

技能

1. 具备消除电气火灾与爆炸工作能力；

2. 掌握按法规要求的消防措施；

3. 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

态度
1. 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

2. 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电气防火与防爆安全措施。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规程，职业工种要

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制定计划，计

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原理知识和操作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4 人，以行动为导

向，边操作边学习，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掌握消防

器材操作的方法。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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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个操作消防器材，小组展示成果，并根

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

项目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可以在校内按现场要求布置的实

训场进行消防器材操作，操作规范、熟练。具备安全生产

的意识和与人沟通、合作能力。

学生

角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消防法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学习情境 6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触电急救与外伤救护措施 参考学时 3

项目名称

1.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2.胸外心脏挤压急救；

3.人工呼吸急救；

4.外伤急救。

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用行动导向学习触电急救与外伤救护等任务的完成，

学做结合使学生具备完成触电急救与外伤救护工作能力。

教学任务
操作部分：脱离电源、胸外心脏挤压、人工呼吸以及外伤

急救操作。

教

学

目

标

知识
1. 熟知心肺复苏原理；

2. 熟知外伤救护原理。

技能
1. 具备心肺复苏操作能力；

2. 掌握外伤包扎救护的方法。

态度
1. 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

2. 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触电急救与外伤救护措施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有关救护、职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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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要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制定计划，

计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原理知识和救护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4 人，以行动为导

向，边实施救护边学习，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掌握

救护工作的方法。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项填写救护记录，归档技术资料，小组

展示成果，并根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安全意识，提

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项目成果

在校内按现场要求布置的电工实训场进行触电急救操作，

操作规范、熟练。具备安全生产的意识和与人沟通、合作

能力。

学生角

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救护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学习情境 7 教学内容与能力要求

学习情境名称
安全用电监察与用电事故

调查
参考学时 5

项目名称

1.设计文件审核；

2．施工检查；

3．竣工检查；

4. 运行定期检查；

5．用电事故调查；

6. 用电事故处理。

项目任务目标

通过实际行动掌握安全用电监察与用电事故调查任务的完

成，学做结合使学生具备完成安全用电监察与用电事故调

查处理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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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

（1）规程规范部分：《安全生产监察规程》相关条款。

（2）操作部分：安全用电各项检查方法、数据处理、故障

处理。

教

学

目

标

知识

1. 熟悉安全用电监察项目规程；

2. 熟知安全用电监察项目内容要求；

3. 掌握用电事故的调查方法。

技能
1. 具备安全用电监察工作能力；

2. 具备用电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能力。

态度
1. 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安全意识；

2. 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实施

1.明确项目任务

任务：安全用电监察与用电事故调查。

2.制定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为学生准备项目任务书等材料，与学生交

流，发挥咨询者和协调人的作用，确定学生计划是否可行。

学生做的工作：根据任务书要求，收集有关规程、职业工

种要求等资料，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制定计划，

计划应围绕目标要求、且有效可行。

3.实施计划

教师做的工作：讲授有关项目内容和监察、检查要求。

学生做的工作：全班设若干小组，每组 4 人，以行动为导

向，边检查边学习，小组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初步掌握

安全用电监察与用电事故调查的方法。

教师做的工作：老师以咨询者的身份出现，在过程中经常

获得学生工作的反馈，及时与学生交流，提出建议。

4.检查评估

学生做的工作：逐项填写试验清单和误差分析，归档技术

资料，小组展示成果，并根据事先提出的目标进行自我评

估。

老师做的工作：老师听取学生的反馈信息，评价学生工作

过程和工作结果的优劣，学生的协作精神，安全意识，提

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项目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具备安全用电监察与用电事故调

查能力，操作规范、与熟练。具备安全生产的意识及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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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合作的能力。

学生

角色
安全员

教师业务

能力要求

熟悉安全用

电监察与用

电事故调查

规程

考核方式

自评、小组

互评、指导

教师考评

（二）教学方法与建议

1.本课程教学宜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在完成

相关实验或训练项目的过程中学习有关的技术知识。

2.本课程也适宜项目教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通过项目训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感，每个项

目的实施可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精

神。

（三）考核与评价建议

本课程考核分为两部分，一是形成性考核，二是终结性考

核。

1.形成性考核

本课程平时的形成性考核是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检查，

它涵盖了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和习惯养成等方面的考核，是科

学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反馈学习信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要求教师每章结束后都要

以不同的形式布置思考题，要求学生自觉完成。形成性考核成

绩主要参考学生学习质量（提问、作业、项目实训）和学习态

度（考勤情况）

2.终结性考核

终结性课程考核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理论教学部分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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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是实践教学部分。

（1）理论教学部分的考核。理论教学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与

课程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解答相关的理论问题，其考核重点

（电路分析计算知识；

防止人身触电的安保技术知识； 雷电及防雷知识；触电急救和

外伤救护的知识）。

（2）实践教学部分的考核。实践教学，教师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实践教学课题，学生根据课题情况（防止人身触电的安保

措施制定；防止雷电事故发生的保护措施制定；触电急救和外

伤救护；）进行操作，完成项目。

3.考核评价与成绩评定

具体考核体现方式如下：

（1）形成性考核

形成性考核成绩=学习质量*60%+学习态度*40%

（2）终结性考核

终结性考核成绩=理论考试成绩*40%+实训项目考核成绩

*60%

（3）学生最终成绩认定

学生最终总成绩=形成性考核成绩*30%+终结性成绩*70%

（四）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多

媒体课件等提高学生对学前教育各教学方法的认识，同时应积

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本

课程将开发教学文档、讲义、课件、教材等资源，届时可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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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用。

七、课程实施资源

（一）教材选用

1.本课程选用的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的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 编 出版社 定价 书 号

1 安全用电 王兆晶
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
12

2.教材选用原则

（1）内容体现科学性、时代性、实用性.

（2）面向应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3）教学与项目开发融为一体，浅显易懂，符合中职学生

认知规律.

（4）任务驱动：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操作技巧，

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师资

1.获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2.获得维修电工、安全用电职业资格证书。

（三）其他资源

1.根据课程教学需要，制作课件，提高教学效果。

2.多媒体教室、实训室。

机电专业部

执笔人（签字）：周建军

审核人（签字）：勾顺

教学工作委员会意见（签字）：薄晓龙

2021 年 9 月 26 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