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王萍

课程名称 电机与拖动基础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自动化专业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开课年级 本科大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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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

《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是自动化本科专业的专业核心基础课程，课程教学

中遵循“启发引导、循序渐进、强化应用”的原则，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多种教学方法相融合，采用“线上探索+线下互动+线上提升”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环节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通过挖掘我国电机领域重

大创新科技成果，国内外电机学科与行业领域发展现状，各种电机实际应用

案例，使学生理解并遵守安全规范和职业法规，合理评价电机技术与节能环

保、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能够在分析电机拖动具体问题时充分考虑社会，

安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职业素养、德才兼备的新工科人才。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

牵引电机助力中国高铁跑出世界新速度——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2.对应章节：第五章第 2 节

3.课程讲次：第 20 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旋转磁场产生原因、旋转磁场的转速和转向，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

理，转差率的含义及其相关计算。

2.能力目标



采用对比分析法分析直流电动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掌握其共性

和特性，具有运用对比方法分析其他电机工作原理的能力。

3.素质目标

通过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应用，引出高铁牵引电机，树立专业自信，激发民族

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四、案例主要内容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各种电动机中应用最广、需要量最大。工业生产、农业机

械化、交通运输、国防工业等电力拖动装置中，有 90%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在介绍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应用时引入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动力心

脏”，由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YQ-625 型异步牵引电动机，通过短视频

了解电机技术人员在电机的设计、制造过程中，为提高电机性能反复测试，持续

创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实现了产品质量“零缺陷”，为我国高铁安全运行

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本节课首先学习交流旋转电机的分类，引出同步发电机和异步电动机的不

同，异步电动机主要有单相异步电动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异步电动机采用

220V 单相交流电源供电，适用于小型工业设备、家用电器和医疗器械中；三相

异步电动机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国防工业等电力拖动系统中，由

此引入高铁“动力心脏”——三相异步电动机。引导学生探究思考，我们学习

的电动机都可以作为设备动力，激法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专业自信，

激发社会责任感。



图 1-1 由教学内容引入思政案例

介绍高铁牵引电机是由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YQ-625 型异步牵引

电动机，这是一款轻量化、低噪音、高效节能、低维护的“绿色电机”，助力中

国高铁跑出世界新速度。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无数人的艰辛付出。通过短视频了

解技术人员在电机的设计、制造过程中，为提高电机性能反复测试，持续创新,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实现了产品质量“零缺陷”。与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

神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图 1-2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2. 教学方法

（1）以问题为导向，旋转磁场是怎样产生的？

采用图解法分析旋转磁场的产生原因及旋转磁场的转速。

图 1-3 两极旋转磁场示意图

图 1-4 四极旋转磁场示意图

（2）采用类比启发法法引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首先回顾他励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得出结论：磁场必须与转子电流作用

产生电磁转矩。然后讲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并总结工作过程，比较与

直流电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图 1-5 回顾他励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

图 1-6 讲解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



图 1-7 总结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

（3）考核评价

通过分组讨论分析与课堂师生互动，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学习能

力。基于线上问卷进行课后反馈，特别是增设了关于思政融入点的调研，绝大多

数学生表示深刻感受到行业经典的伟大，我国高铁技术快速发展的成就，要用心

学好专业知识，将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价值目标有效达成。

六、教学反思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使用问题导向，采用图解法分析旋转磁场的产生原因，

采用类比启发式教学方法，分析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调动学生积极思考，

类比分析，加深知识理解记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了电机在高铁列车中的

应用这一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树立专业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由于教学团队教师思政教学能力有限，今后需

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方面的学习和交流，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潜移

默化的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一、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

自主创新与科技强国——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调速

2.对应章节：第三章第 3 节

3.课程讲次：第 10 讲

二、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能够掌握直流电动机的三种调速方法，调速过程的分析，调速过程中电机转

速和电枢电流的变换情况，并能对调速瞬间和调速稳定后的两种状态进行分析和

计算。

2.能力目标

能够对电动机的调速过程，进行清晰有条理的总结；对调速过程中转速和电

枢电流的变化，能够经过主动探究，解决问题。

3.素质目标

守正创新、科技强国、节能环保意识、科学思维，培育学生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系统观念，激发科技兴国的理想信念。

三、案例主要内容

回顾上节课内容,直流电动机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很大，直接起动会引起电

网电压下降，影响电网上其他用户，使电动机的换向严重恶化，甚至会烧坏电动

机，过大的冲击转矩，机械轴过度冲击，损坏传动机构，因此直流电动机一般不

允许直接起动。由于电机是一个具体的工业设备，在实际使用时必须首先考虑设

备安全问题。由此引入中国工程院马伟明院士在遇到电机“固有振荡”问题时，

是如何带领团队解决问题的，通过观看短视频和学习马伟明院士先进事迹，引导

学生从国宝级科学家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学习他们刻苦钻研、自主创新、追求

卓越的工作态度和矢志强军、科技强国的责任担当。

在讲解他励直流电动机，采用串电阻调速稳定后，电机的运行效率很低，由

此告诉同学们，电动机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应用非常广泛。根据调查，工业领域电



机年平均运行时间约在 3000h 左右，耗能大。为了节约电能，希望采用超高效

率电机。引入中船重工 712 所研制的兆瓦级高温超导电机实现了满负载稳定运

行，超导技术可以成倍的提升动力，让所有电能全部转化为动能。该电机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用科技的力量推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四、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1）问题引入：由他励直流电动机直接起动引发的严重后果，引导学生思

考如何解决工业问题。具备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

由于电机是一个具体的工业设备，在实际使用时必须首先考虑设备安全问

题。由此引出中国工程院马伟明院士在遇到电机“固有振荡”问题时，是如何解

决的。通过观看短视频和学习马伟明先进事迹，让中国潜艇真正拥有“中国心”，

鼓励学生从国宝级科学家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学习他们刻苦钻研、自主创新、

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和矢志强军、科技强国的责任担当。

图 2-1 科研团队刻苦钻研、矢志强军的精神



图 2-2 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树立科技强国的信念

（2）教学内容引入：由串电阻调速稳定后电机运行效率较低，引出电机

节能是一个牵涉到电机设计与运行的重大工程问题。介绍中船重工 712 所研制

的兆瓦级高温超导电机实现了满负载稳定运行，超导技术可以成倍的提升动力，

让所有电能全部转化为动能。该电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

平，用科技的力量推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图 2-3 由电机运行效率引入我国高温超导电机技术



2.教学方法

(1)采用归纳分析法、图形比较法讲解本节主要内容

图 2-4 归纳总结直流电机调速过程分析方法

（2）采用图解分析法比较两种调速方法的电流和转速变化情况

图 2-5 图解法比较两种调速方法的电流和转速变化情况



（3）采用类比比较教学法总结三种调速方法的特点

图 2-6 类比比较法总结三种调速方法特点

（4）布置课外任务：解决了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调速问题后，布置课外小组

任务：总结三种调速方法，调速过程分析方法,三种调速方法的优缺点，做思维

导图，规定时间内在 MOOC 平台提交。

（5）考核评价

通过分组讨论分析与课堂师生互动，绝大多数学生表示深刻感受到科技强则

国家强，要用心学好专业知识，将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价值

目标有效达成。

五、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将调速方法和调速过程讲深讲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结合

马伟明先进事迹、前沿科技等，在课程中植入思政教育元素，引导学生勤奋好学，

激发学生勇于创新、科技报国，具备工程伦理和工匠精神。在学习中，注意拓宽

专业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及时了解电机行业发展与最新动态。使学生在课程实践

中具备安全责任意识和节能环保意识。

在备课过程中要思考如何将思政要素自然的融入到讲授的专业知识中，达到

润物无声的效果。团队教师需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

素质。教学团队应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思政论坛，提升团队教师整体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



一、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

弘扬工匠精神——电力变压器的应用

2.对应章节：第四章第 1 节

3.课程讲次：第 14 讲

二、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电力变压器的用途、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结构及铭牌数据。

2.能力目标

通过对变压器结构及电磁关系的分析，变压器的主要应用场合分析，具备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经过主动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3.素质目标

学习三相变压器的运行特性和主要故障时，学习时代楷模：大国工匠之大勇

不惧，高压线上跳舞的匠人王进同志的先进事迹。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启迪学

生学好专业知识投身国家建设。

三、案例主要内容

电力系统中电能生产、输送、分配和使用是同时进行的，发电机将水力、火

力、风力和核能等形式能量转化成电能。为了减少远距离输电线路的电能损耗，

节省材料，减小投资和降低运行费用。需将发电机电能经变压器转换为 35KV 以

上高压电再远距离输送到降压变电所。当电能输送到用电区后，为了用电安全，

又必须用降压变压器将输电线路上的高电压降低为配电系统的配电电压，然后再

经过降压变压器降压后供电给用户。电能在生产、输送、分配和使用的各个环节

都需要用到电机，电力线路的节能和安全也是电力系统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在讲解三相变压器的运行特性和主要故障时，会给学生们介绍时代楷模：大

国工匠之大勇不惧，高压线上跳舞的匠人王进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 660kV 超

高压带电作业的世界第一人，王进同志的先进事迹，可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启迪学生们学好专业知识投身国家建设。



中国电力系统的腾飞，装机量和发电量世界第一，电网稳定性世界领先。我

国建成投运的 8 项 10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和 11 项±8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

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了特高压核心技术，成为世界首个也是唯一成功掌握并实际

应用特高压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中国创造”和“中国引领”。

四、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1）问题引入：变压器到底有什么用？

图 3-1 各种变压器

（2）教学内容引入：我们有很多毕业生在电力系统工作，在讲解三相变压

器的运行特性和主要故障时，会给学生们介绍时代楷模：大国工匠之大勇不惧，

高压线上跳舞的匠人王进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 660kV 超高压带电作业的世界

第一人，王进同志的先进事迹，可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启迪学生们学好专业

知识投身国家建设。



图 3-2 思政引例—弘扬工匠精神

（3）前沿科技引入：中国电力系统的腾飞，装机量和发电量世界第一，电

网稳定性世界领先。我国建成投运的 8 项 10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和 11 项±

800KV 特高压交流工程，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了特高压核心技术，成为世界首

个也是唯一成功掌握并实际应用特高压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中国创造”和“中

国引领”。

图 3-3 思政引例—特高压交流工程



2.教学方法

（1）采用图解法加深学生理解记忆。

图 3-4 电力变压器的应用

图 3-5 变压器电磁关系分析

（2）问题延伸讨论：变压器能变频率吗？变压器能传递直流电吗？变压器

变压的条件是什么？



图 3-6 课堂内容延伸讨论

（3）课外思政讨论及作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部署。2021 年 3 月 1 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方案要求，加大跨区输送清洁能源力度。“十四五”期间，提高输送清洁能源比

重，新增跨区输电通道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

请结合你的认识谈一谈为何要进行跨区域输电?如何实现跨区域输电?（5）

（4）考核评价

通过分组讨论分析与课外讨论与作业，学生深刻感受到了我国电力事业的腾

飞，装机量和发电量世界第一，电网稳定性世界领先，这些成绩是无数人通过不

断创新，不断努力才有的。学习上也应该一丝不苟、不畏挫折、勇于创新，学好

专业知识投身国家建设，价值目标有效达成。

五、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将变压器的结构、原理、电磁关系讲深讲透，在传授知识的

同时，结合我国特高压交流工程、大国工匠王进同志的先进事迹等，在课程中植



入思政教育元素，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具备精益求精、不畏挫折、勇于创新的

工匠精神。在课外作业中，通过对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学习，激发学生社会责任

感，培养节能环保意识。

在备课过程中要思考如何将思政要素自然的融入到讲授的专业知识中，达到

润物无声的效果。团队教师需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

素质。



一、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

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绪论

2.对应章节：绪论

3.课程讲次：第 1 讲

二、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课程内容、性质、特点，明确学习要求和方法。掌握应用电磁定律进行

电机分析的基本思路。

2.能力目标

能灵活应用电磁定律进行系统分析，具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工程解

决问题的思维及方法，树立工程观。

3.素质目标

了解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电机在各个行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历程，激发学

生创新意识和和民族精神。

三、案例主要内容

大国重器的构筑、高精尖技术的突破、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都离不开电机技

术的进步。电机发展水平关乎国家实力和经济安全。培养电机人才是增强国力、

推动社会进步重要需求之一。在教学中，结合电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实业报国的情怀和使命担当。

我国电机工业有着艰难而辉煌的奋斗和创业史，通过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电机发展举步维艰和成立后电机蓬勃发展,来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树立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志向。新老电机人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做

出了重大贡献。结合电机学专家——顾国彪的先进事迹，激发学生攀登科技高

峰，攻坚克难，解决瓶颈问题的壮志雄心和责任感。



四、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1）问题引入：介绍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简况。中国电机工业发展简

史，以全球化视野，展望中国电机工业的发展前景，感悟中国电机工业发展的历

史经验和教训，激励学生继续为中国电机工业的强盛而奋斗。

图 4-1 中国电机工业发展简史

（2）引入电机电机学专家——顾国彪的先进事迹。顾国彪的愿望“就是做

成一两件外国没有的，或外国人做不成功的事”,为建好长江三峡大型发电机组

付出了毕生精力，激励学生学习他“初心为国，科学报国”的使命担当，热爱伟

大祖国，坚持自主创新，树立科技强则国家强的信念。

图 4-2 电机学专家——顾国彪先进事迹学习

https://baike.so.com/doc/9489276-9832166.html


2.教学方法

（1）介绍课程性质，培养工程分析问题的观点。绪论部分主要围绕为什么

要学，学什么内容和怎样学的问题展开。《电机与拖动基础》是一门理论性很强

的专业基础课，涉及的基础理论和实际知识面很广，需要电磁学、动力学、热力

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这是学习本课程的特点，也是难点。

电机是一个具体的工业设备，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在用理论分析电机及拖动

的实际问题时，必须结合电机的实际应用状态，学会采用工程观点分析和解决问

题。掌握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验操作技能和计算方法。

（2）分类对比介绍各种电机，找出共性和差异。

图 4-3 电机的分类

（3）分析电机的研究对象：电机具有电和磁的机构，对电机的分析离不开

电和磁方面的研究。电路：电路主要指电枢绕组部分，是研究电机的核心部分；

磁路：电机中磁路分析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电路的计算；机械特性：在电机能量转

换过程中涉及电磁力矩及相应的转速问题，二者关系 n＝f(T)为电机的机械特性；

损耗：在能量转换中存在各种损耗，主要有铜损和铁损。

（4）讨论并总结电机的分析步骤：①电机内部物理情况分析（建立电机物

理模型）首先清楚电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部件的功能，再根据电机的磁路和电路，



分析空载和负载时电机内部的磁场、绕组中电动势和作用在转子上的电磁转矩，

弄清电机的工作原理。②导出电机的运动方程（建立电机数学模型）运动方程是

磁动势方程、电压方程和转矩方程的总称。③求解运动方程④结果分析：通过对

解答的分析，确定电机的各种运行性能（特性）和主要运行数据，如额定数据、

过载能力、稳定性、效率、电压变化等，以满足解决日常工程问题的需要。

（5）分享课程学习方法。

图 4-4 课程学习主要方法

（6）考核评价

通过分组讨论分析与课外讨论与作业，学生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既要学习国外

先进技术，又要发展我国技术，增强了学生学好知识，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价值目标有效达成。

五、教学反思

电机经历了从直流到交流、从低效到高效、从简单控制到智能控制的发展

历程，现代电机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广泛应用。学习电机课程,首先要掌握欧姆定

律、基尔霍夫定律、磁场及导磁材料、电磁感应定律、电磁力定律、等基本理论

知识。同时要认识电机课程的特点并运用恰当的学习方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结合我国电机工业艰难而辉煌的奋斗和创业史。教学过程中融入了一些电机发展

史和巨大成就的素材，激发学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