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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8 版） 

 

一、专业名称、招生对象与学制 

专业名称：电气技术应用 

招生对象：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学    制：三年 

二、培养目标与人才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可以参加河北省统一组织的对口高考，升入河北省

内各高职院校和部分本科学校继续进行电子电工类专业方面的

深入学习。 

（二）业务范围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电子设备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从

事一般电子设备的装配、调试、检测和维修工作，以及电子产

品、元器件的采购和销售工作。 

（三）毕业生应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应具备的技能、能力和

素质 

1.掌握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知识。 

2.掌握电机和电气控制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或典型电子整

机的组成原理及各部分元件与功能电路的作用，了解相关的本

专业岗位上的各种新技术、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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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市场经济、生产和技术管理及创业方面的基本知识。 

4.具有在信息化社会中工作、学习、生活所必备的计算机

应用能力，能使用电子 CAD 软件。 

5.具有正确使用常规电工、电子仪器、仪表的能力，具有

熟练的电工、电子基本操作技能。 

6.具有分析常规电工电子电路的能力。 

7.熟悉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原理及使用，能熟练阅读电气

控制线路的原理图与接线图，具有熟练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应

用能力，具有对常用电气控制设备、交直流调速系统、供配电

设备等电气控制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维护的能力；或学会阅

读电子整机线路圈和工艺文件，能装配、调试、维修、检验电

子设备、电子产品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1.语文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要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使学生进一步提高正确理

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以适应就

业和创业的需要。指导学生学习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掌握日

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

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浅易文言文阅读能力。

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

好习惯。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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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

人格，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 

2.数学 

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使学生进一步学习并掌握职业岗

位和生活中所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技能、计

算工具使用技能和数据处理技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引导学生逐

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实践意识、创新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 

3.英语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要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帮助学

生进一步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

初步形成职场英语的应用能力；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

趣，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了解、认识中西

方文化差异，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4.计算机应用基础 

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提高学生

计算机基本操作、办公应用、网络应用、多媒体技术应用等方

面的技能，使学生初步具有利用计算机解决学习、工作、生活

中常见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根据职业需求运用计算机，体

验利用计算机技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发布信息

的过程，逐渐养成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的学习方法，培养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团队协作意识； 使学生树立知识产权意识，了解



 

4 

 

并能够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抵制不良

信息，依法进行信息技术活动。 

5.德育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必修课

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

与人生四门课程。心理健康作为选修课纳入德育课课程体系。 

职业生涯规划：使学生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知识和常

用方法，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以及

成才观，形成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增强提高职业素质和职业

能力的自觉性，做好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和就业、创业的准备。 

职业道德与法律：帮助学生了解文明礼仪的基本要求、职

业道德的作用和基本规范，陶冶道德情操，增强职业道德意识，

养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指导学生掌握与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

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成为懂

法、守法、用法的公民。 

经济政治与社会：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基本观

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的有关知识；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信念；提高辨析社会现象、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哲学与人生：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人生发展关

系密切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重要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进行正确

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人生的

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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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体育与健康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传授体育与健康的基本文

化知识、体育技能和方法，通过科学指导和安排体育锻炼过程，

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增强体能素质、提高综合职业能力，养

成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的意识、能力与习惯，提高生活质量，为

全面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服务。 

7.心理健康 

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

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指导学生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学会

合作与竞争，培养职业兴趣，提高应对挫折、求职就业、适应

社会的能力。正确认识自我，学会有效学习，确立符合自身发

展的积极生活目标，培养责任感、义务感和创新精神，养成自

信、自律、敬业、乐群的心理品质，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和职业心理素质。 

（二）专业技能课程 

8.电工基础  

本课程重点讲授电路和磁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通过对

电学基本知识、直流电路、磁场和磁路、电磁感应、正弦交流电

的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电路基本规律、基本定理、交直流电路

的基本分析方法； 理解并掌握电阻、电容、电感在电路中特性

与作用。 

9.电工技能实训  

本课程以实验为主，使学生了解仪器、仪表的基本工作原

理与使用方法并能熟练使用常用仪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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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查线、处理简单故障) 、观察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10.电子技术基础  

电子技术基础是由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两部分组成。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性能特点及其应用常识，

具有查阅手册、合理选用、测试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能力；掌握

基本单元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分析估算方法，了解放大器、

正弦振荡器和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等模拟电子电路的基本原

理，掌握常用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电路的组成及分析方法，并

有初步应用能力，了解脉冲的产生及整形电路、A/D、D/A 转换

等数字电子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典型应用，熟悉集成电路及其应

用。 

11.电子技能实训 

通过电子技术基础实训，培养学生熟悉常用电子仪器、仪

表的性能并能掌握其使用方法，具有对一般电子电路接线、调

试、测试、分析故障的能力，具有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综合

的能力。 

12.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 

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获得电动机、常用低压

电器及其应用的基本知识，掌握以电动机或其他执行电器为控

制对象的生产设备的电气控制基本原理、线路及分析方法。 

（三）实习实训 

教学实习:根据教学内容安排，学生在校实作室进行实际作

业，让学生掌握整机组装方法及流程；熟练掌握电气控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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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及相应的电子仪表、仪器的使用技术；同时，加强对用

电安全操作的技术学习。 

四、教学活动时间分配表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36 周（含复习考试），假

期 12 周，其它 4周。周学时为 35。顶岗实习按每周 35 小时（1

小时折 1 学时）安排。 

高考部第一、二学年结束所有课程，第三学年进全面复习

阶段。 

电气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活动时间分配表（单位：周） 

学期 
入学及毕业

教育 

军训 
课程教学 综合实训 

考试或

机动 
假期 合计 

一 1 2 14 1 2 
12 52 

二   17 1 2 

三   16 2 2 
12 52 

四   16 2 2 

五   14 4 2 
12 52 

六   14 4 2 

合计 1 2 91 14 12 36 156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时间安排表 

课程教学时间安排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数 

各学期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1 职业生涯规划 36 2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36  2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36   2    

4 哲学与人生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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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文 648 6 6 6 6 6 6 

6 数学 648 6 6 6 6 6 6 

7 英语 648 6 6 6 6 6 6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72 2 2     

9 体育与健康 216 2 2 2 2 2 2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10 电工基础 360 6 6   4 4 

11 电子技术基础 360   6 6 4 4 

12 电工仪表与测量（电工技能） 216   2 2 4 4 

13 电子技能 288 2 2 2 2 4 4 

 14 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 216 2 2 2 2 2 2 

周学时/实训周数 34 34 34 34 38 38 

说明：（1）根据专业技能实训计划安排，学生实训时实行全天

实训，理论课总学时根据实训学时数减少。 

（2）计划课时为每周 34--38 学时，根据学校课外活动安

排及冬季课时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