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中等职业学校风电场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专业
教学标准（试行）

一、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风电场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031300）

二、 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 基本学制

3 年

四、 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面向风力发电企业和风电场建设企业，培养从事风

电场运行、风电场机电设备维护检修和风电场建设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五、 职业范围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专业（技能）方向

1
风力发电机组运行

风电场升压站电气运行

风力发电运行检修员

变电值班员
风电场运行

2

风电机组机械设备维护检修

风电机组液压设备维护检修

风电机组电气设备维护检修

升压站电气设备维护检修

风力发电运行检修员

变电检修工
风电场机电设备维护检修

3

风力发电机组安装

风力发电机组调试

风电场建设施工组织

电气设备安装工

风力发电运行检修员

施工员

风电场建设

说明：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和专业（技能）方向取得 1 或 2 个证书。

六、 人才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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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职业素养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章制度。

2. 具有创新精神和服务意识。

3. 具有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能力。

4. 具有获取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5. 具有借助词典阅读外文技术资料的能力。

6. 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7. 具有安全文明生产、节能环保和遵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二） 专业知识和技能

1. 具有查阅专业技术资料的基本能力。

2. 掌握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基础等专业基础知识。

3. 掌握电气设备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运行、维护、检修操作技能。

4. 掌握电机、变压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运行、维护、检修操作技能。

5. 具有编制和调试较简单的 PLC 控制程序的能力。

6.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运行、维护、检修操作技能。

7. 具有选择和使用常用工具、量具及仪器仪表和辅助设备的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风电场运行

1.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2. 掌握风电场升压站运行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3. 能够监视风力发电机组、升压站的各项参数变化及运行状态。

4. 能够按照操作票、工作票要求进行风电机组的启动和停机；掌握自动启

动、手动启动和自动停机、手动停机。

5. 能够按照操作票、工作票要求进行升压站电气设备倒闸操作。

6. 能够熟悉风电机组、升压站各种状态信息、故障信号及故障属性。

7. 能够判断风电机组和升压站的一般故障和异常现象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专业（技能）方向——风电场机电设备维护检修

1.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维护、检修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2. 掌握风电场升压站电气设备的维护、检修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操作技能。

3. 能够进行风力发电机组机械液压设备、电气设备，风电场升压站电气设

备进行常规巡检并正确填写巡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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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够根据风力发电机组、升压站设备检修维护计划进行例行检修维护。

5. 能够对风力发电机组、升压站设备常见电气、机械故障进行分析和处理。

6. 熟悉各种情况造成的风电机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专业（技能）方向——风电场建设

1. 掌握风电场建设基本知识和建设流程。

2. 掌握风电场建设的各种规程、规范。

3.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机电设备安装的知识与方法，能够正确使用安装工具

进行设备安装。

4. 能够完成风力发电机组常规调试。

5. 能够参与风力发电机组的试运行。

6. 能够承担一定的风电场建设施工组织，建设资料的编制、整理工作。

七、 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

本科：风能与动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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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课程结构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
技
能
︶
方
向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顶岗实习

综合实训

风电场运行方向

1. 风力发电机组
控制技术
2. 风电场升压站
运行
3. 风力发电机组
运行

风电场机电设备
维护检修方向

1. 风力发电机组
控制技术
2. 风力发电机组
机械液压设备维
护与检修
3. 风电场电气设
备维护与检修

风电场建设方向

1. 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
2. 风力发电机组
调试
3. 风电场建设施
工组织

专业选修课

1. 风电行业规
范
2. 风电场安全
生产
3. 风功率预测
软件应用
4. 机械识图与
CAD 技术

公共
基础课

公共选修课

1. 心理健康
2. 其他

职
业
生
涯
规
划

电
工
技
术
基
础
与
技
能

职
业
道
德
与
法
律

电
子
技
术
基
础
与
技
能

经
济
政
治
与
社
会

机
械
基
础

哲
学
与
人
生

电
机
与
变
压
器

语
文

电
气
及P

L
C

控
制
技
术

数
学

风
力
发
电
概
述

英
语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结
构
与
原
理

计
算
机
应
用
基
础

风
电
场
电
气
设
备

电
工
技
能
实
训

体
育
与
健
康

电
子
技
能
实
训

公
共
艺
术

机
械
拆
装
技
能
实
训

历
史

电
机
与
变
压
器
维
修
技
能
实
训

九、 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以及其

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类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实习实

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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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职业生涯规划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4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80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44

7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44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大纲》开设，

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08

9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44

10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教学大纲》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1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学大纲》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二） 专业技能课程

1. 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电工技术基础与

技能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教学大纲》

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68

2
电子技术基础与

技能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教学大纲》

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96

3 机械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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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4 电机与变压器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中使用的交流异步笼型、绕线电

动机、交流异步笼型、绕线发电机、永磁同步发电机、

交流伺服电机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主要功能和作用。

具有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起动、调速的能力。具有电机

和变压器养护、维修能力。具有变压器常见故障分析、

维护能力。具有常用电机拆装维护保养及一般故障分

析判断技能

96

5
电气及 PLC

控制技术

掌握常用低压控制电气的基本原理、规格及选用，

掌握继电器控制的基本原理、线路分析与设计。掌握

PLC 基本原理、指令系统及应用、简单程序编制方法。

具有阅读电气及 PLC 控制图的能力。具有电气及 PLC

应用系统的安装、调试与维修的能力

52

6 风力发电概述

了解风能利用的历史、发展和未来。了解气象知识，

掌握风的形成、风的特性及风能的计算。了解空气动

力学的基本概念，掌握叶轮空气动力学理论。了解风

力机的类型及结构，掌握风力机的工作原理。了解风

力发电场的输变电系统，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接入电网

的形式。了解中国风力发电相关政策。具有运用测风

工具进行风力检测的能力

68

7
风力发电机组

结构与原理

了解并熟悉风轮系统的构造、参数及特性。掌握风

力发电机笼型异步发电机、绕线异步发电机、永磁直

驱发电机的构造、参数，主要零部件功能及特性。掌

握风力发电机组的齿轮箱构造、参数，主要零部件功

能及特性。熟悉并掌握风力发电机组偏航系统的组成、

参数及主要技术要求；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液压设备的

组成及作用。了解风力发电机组发电机的主要技术参

数和工作条件。了解风力发电机组塔架与基础的组成、

构造，各部件的技术参数和功能

96

8 风电场电气设备

掌握风电场、变电站各主要电气设备（断路器、隔

离开关、互感器、电抗器等）的工作原理，掌握电气

主接线、厂用电接线的形式、特点。掌握电气一次系

统运行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步骤，了解典型配电装置

的构成特点及二次接线。掌握风电场的防雷和接地，

风电场输出特性与运行控制，了解风电场并网对电力

系统的影响。具备电气运行、安装、检修的能力

9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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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9 电工技能实训

掌握维修电工常识和基本技能，能进行简单线路的

安装，能进行接地装置的安装与维修，能对各种常用

电机进行拆装与维修，能对常用低压电器及配电装置

进行安装与维修，能对电气控制线路进行安装

60

10 电子技能实训

掌握焊接基础知识与技能，掌握电子线路调试与检

测基础，能运用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有关线路进行调试

与检测，会依照电子线路原理图安装线路，会用仪器

测量有关参数

30

11
机械拆装

技能实训

了解行星齿轮减速机部件的拆装及测绘、调试检验，

熟悉行星齿轮减速机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掌握装

配关系，能正确使用各种常用工具和量具，能对行星

齿轮减速机总成、零部件进行拆装测绘，掌握各机构

装置零部件的名称、作用和结构特点，会判断、分析、

处理机械的常见故障，掌握行星齿轮减速机装配后的

调试及其故障排除方法

30

12
电机与变压器

维修技能实训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发电机、变压器的组成

和正确使用，拆装顺序和检修方法。掌握电机常用维

修仪表、工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以及常用电动机的

维修工艺。具备分析和排除电动机故障的能力。掌握

修复后电动机的性能检测。能够正确安装和联结变压

器，并掌握常见的维修和检测方法

30

2. 专业（技能）方向课

（1） 风电场运行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风力发电机组

控制技术

了解控制器在风电机组的功能及作用。了解用于风

电机组控制的几个常用厂家的产品性能、特点；掌握

控制器的模块性能、参数、应用方法。能进行控制器

的安装及维护。了解风电机组的基本控制策略；掌握

风电机组的传感器的技术性能参数及数据采集。了解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通信的基本知识。了解风电机组的

变桨距控制，风电机组的偏航控制，风电机组的转速

与功率控制。能对风电机组进行运行监控、异常运行

及故障处理；能对风电控制系统进行简单维护

7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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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2
风电场升压站

运行

熟悉风电场升压站电气运行的生产组织管理系统及

有关制度。掌握电气主系统及设备的技术规范、运行

方式、允许参数规定。学会阅读电气主系统一次和二

次回路有关图纸。掌握倒闸操作的概念、基本原则、

操作票填写与执行过程、事故分析处理的一般原则。

熟悉主要设备继电保护自动装置配置及投退原则。具

备系统主要设备运行监视、调整、维护、巡视等工作

的能力。熟悉电气主系统一、二次回路和运行方式分析。

初步具备填写典型倒闸操作票并按规范进行操作的能

力。能正确使用各种安全用具、操作工具及常用测量

仪表。初步具备典型事故分析、判断、处理的能力

52

3
风力发电机组

运行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操作技能。熟悉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的生产组织管理

系统及有关制度。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技术规范、运行

方式、允许参数规定。掌握计算机监控系统的使用方法，

完成风电机组的启动和停机，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

自动停机、手动停机、风电机组的并网、脱网等工作

任务。能够监视风力发电机组的各项参数变化及运行

状态。具备判断一般故障的原因及处理的能力

78

（2） 风电场机电设备维护检修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风力发电机组

控制技术

了解控制器在风电机组的功能及作用。了解用于风

电机组控制的几个常用厂家的产品性能、特点。掌握

控制器的模块性能、参数、应用方法。能进行控制器

的安装及维护。了解风电机组的基本控制策略。掌握

风电机组的传感器的技术性能参数及数据采集；了解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通信的基本知识。了解风电机组的

变桨距控制，风电机组的偏航控制，风电机组的转速

与功率控制；能对风电机组进行运行监控、异常运行

及故障处理；能对风电控制系统进行简单维护

78

2

风力发电机组机

械液压设备维护

与检修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机械液压设备维护与检修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备在巡视过程中

检查叶片、轮毂、齿轮箱、偏航系统、液压设备在运

行过程中是否异常的能力。能够对安全设备进行定期

检查。具备对设备螺栓进行定期检查、紧固的能力；

具备处理风电机组常见故障的能力，如扭揽、发电机

过速、机舱停机、风速、刹车未释放、齿轮油温高的

能力。具备更换损坏零部件的能力

5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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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3
风电场电气设备

维护与检修

掌握升压站、风力发电机组中电气设备维护与检修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备在巡视

过程中检查各电气组件（如空气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

断路器、补偿电容器、避雷装置、升压变压器等）是否

异常的能力。具备对风力发电机组内电气设备、控制设

备，变电站一次主设备、二次设备、变压器进行常规维

护的能力。能够对风力发电机组、升压站常见电气故

障进行分析和处理。具备更换损坏零部件的能力

78

（3）风电场建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风力发电

机组安装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中安装过程所需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了解叶片、齿轮箱齿、机舱

运行途中可能带来损坏的预防措施和安全措施。了解

清理安装现场、清理风力发电机组基础，清理基础环

工作表面工作流程。具备参与塔架、机舱风轮控制柜

吊装、安装能力。具备电缆安装和液压管路安装能力

78

2
风力发电

机组调试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中调试过程所需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备检查风力发电机组主回

路相序、空气开关整定值、接地情况的能力。具备检

查控制柜功能，检查各传感器、电缆解缆功能及液压、

润滑等各电动机起动状况的能力。能调整液压至规定

值，能检查润滑。具备调整盘式刹车间隙，设定控制

参数，能进行安全链测试的能力。能参与风力发电机

试运行工作

78

3
风电场建设施工

组织

掌握风电场建设施工组织过程所需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备按照风电场施工作业方

式、计划，按规范和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组织施工的

能力。具备完成进场原材料取样送检、现场质量检查

等技术工作能力，具备按照有关建设规程和试验方法

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的能力，具备填写工程记录和工

程报告的能力

52

3. 专业选修课

（1） 风电行业规范。

（2） 风电场安全生产。

（3） 风功率预测软件应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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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械识图与 CAD 技术。

4. 综合实训

（1） 风电场运行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风力发电机组控

制综合实训

完成一个风力发电机组偏航系统控制模拟控制任务，

其中包含偏航控制要求、输入输出点确定、图纸绘制、

控制程序编制、程序上传下载、程序和电路调试、最

终成果检查验收等环节。通过模拟真实的风力发电机

组偏航过程，使学生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安装

调试总体流程并能够实际操作。巩固风力发电机组控

制基础知识，达到调试、维护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

技能要求

60

2
风电场升压站运

行综合实训

运用升压站运行的有关知识、技术方法。在变电站

仿真培训系统上熟悉变电运行规程规范，变电站一次

系统及设备原理，电站二次系统及变压器、线路的保

护配置及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巡视设备的方法及要求，

掌握工作票、操作票填写。进行变电运行倒闸操作，

变电站异常及事故的分析处理。通过综合实训，使学

生掌握变电站巡视、倒闸操作、异常运行及事故处理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60

3
风力发电机组运

行综合实训

运用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的有关知识、技术方法。在

风力发电仿真系统上完成风电机组的启动和停机，自

动启动、手动启动和自动停机、手动停机、风电机组

的并网、脱网等工作任务。监视风力发电机组的各项

参数变化及运行状态。进行故障判断和故障处理。通

过综合实训，使学生掌握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

60

（2）风电场机电设备维护与检修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风力发电机组控

制综合实训

完成一个风力发电机组偏航系统控制模拟控制任务，

其中包含偏航控制要求、输入输出点确定、图纸绘制、

控制程序编制、程序上传下载、程序和电路调试、最

终成果检查验收等环节。通过模拟真实的风力发电机

组偏航过程，使学生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安装

调试总体流程并能够实际操作。巩固风力发电机组控

制基础知识，达到调试、维护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

技能要求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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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2

风电机组机械液

压设备维护与检

修综合实训

能够综合运用机械液压设备维护检修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通过风力发电机组液压仿真平台，完成风电液

压基本回路、偏航驱动与控制回路、变桨伺服控制回

路、安全回路的综合实训。结合模拟真实的工作情景，

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更

好地适应实际作业和一线生产的需要

60

3

风电场电气设备

维护与检修综合

实训

运用风电场电气设备维护与检修的有关知识、技术

方法。

完成风力发电机组控制柜低压配电回路的安装、调

试、检查任务。对空气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断

路器检查其工作状态。对不能正常工作的电气柜，应

由学生自行查找故障原因并进行故障排除。让学生掌

握排查故障的方法和流程，提高学生排查故障的能力

60

（3）风电场建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风力发电机组安

装综合实训

运用风力发电机组安装的有关知识、技术方法。在

风力发电机组安装实训平台完成塔筒的安装，能使用

手动吊装工具完成模拟塔筒的吊装，使用力矩扳手对

模拟塔筒进行紧固。在电气控制实训室电气柜内完成

偏航系统的电气元件的安装、配线、调试

60

2
风力发电机组调

试综合实训

运用风力发电机组调试的有关知识、技术方法。在

风力发电机组仿真实训平台进行主回路相序、空气开

关整定值、接地情况检查。对控制器接线进行检查，

对传感器特性进行检查。设定双向变流器的参数。对

安全链进行测试。按照试运行调试规程，对风力发电

仿真机组进行试运行

60

3
风电场建设施工

组织综合实训

掌握风电场建设施工组织过程所需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按照风电场施工作业方式，

划分项目小组，每组 5 人，分别担任项目组各个职务。

由项目小组制定施工模拟计划，按规范和施工组织设

计的模拟施工能力。完成填写工程记录和工程报告等

工作

60

5. 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是本专业最后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顶岗实习，使学生更好地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巩固、锻炼实际操作技能，为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求学生掌握风力发电运行、维护、检修、安装知识，知道生产要求，主动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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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风电场各项技术规程规范和工作流程；知道从事岗位的工作过程；知道风电场

各项规章制度，了解风电场各项岗位工作职责；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内部设备及升

压站的性能、操作方法以及维护知识。能结合具体岗位要求，将在校学习的理

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实践锻炼，达到相应岗

位对人才的要求。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吃苦耐劳、认真细致等职业素养。

应注意结合用人单位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学生到具有符合顶岗实习条件的

风电企业，并安排校内实习指导教师及风电企业指定指导人员，结合具体情况，

合理确定实习内容，确保学生通过顶岗实习的实践锻炼，具备各专业方向相应

工种的职业能力，从而达到相应岗位对人才的要求。

（1）风电场运行方向

能进行风电机组的启动和停机操作；掌握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自动停机、

手动停机操作。能够完成风电机组的并网、脱网操作。掌握计算机监控系统的

使用方法。能监视风力发电机组的各项参数变化及运行状态。能够按规定填写《风

电场运行日志》。熟悉风电机组各种状态信息、故障信号及故障属性。能够判断

一般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熟悉操作票、工作票的填写。能保证输变电设施

的正常运行。能按风电场要求正确填写运行记录和统计表格。

（2）风电场机电设备维护检修方向

能在巡视过程中检查叶片、轮毂、齿轮箱、偏航系统、液压设备在运行过

程中是否异常。能对安全设备进行定期检查。能对设备螺栓进行定期检查、紧固。

具备处理风电机组常见故障的能力，能检查风电机组液压系统和齿轮箱以及其

他润滑系统有无泄漏、油面、油温是否正常，油面低于规定时要及时加油。能

对风力发电机组电气设备、控制系统进行检查、维护、检修。能对损坏器件进

行更换。能对变电站进行巡视检查，能对一次、二次设备进行检修与维护。

（3）风电场建设方向

能对叶片、机舱、塔筒等设备在运输过程中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能清理安装现场、清理风力发电机组基础，清理基础环工作表面。能参与塔架

吊装、安装。能参与机舱吊装、安装。能参与风轮吊装、安装。能参与控制柜

吊装、就位。能进行电缆安装。能进行液压管路安装。

能在试运行前检查主回路相序、空气开关整定值、接地情况。能检查控制

柜功能，检查各传感器、电缆解缆功能及液压、润滑等各电动机起动状况。能

调整液压至规定值。能检查润滑系统。能设定控制参数。能进行安全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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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与风机试运行的工作。

十、 教学时间安排

（一） 基本要求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累计假期 12 周，周

学时一般为 28 学时，顶岗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 小时折合 1 学时）安排，3 年

总学时数为 3 000~3 300。课程开设顺序和周学时安排，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实行学分制的学校，一般 16~18 学时为 1 学分，3 年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170。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活动以 1 周为 1 学分，共 5 学分。

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3，允许根据行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规

定的范围内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基础课的必修内容和学时。

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

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行业企业认知实习应安排在第一学年。

课程设置中应设选修课，其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于 10%。

（二） 教学安排建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职业生涯规划 2 32 √

职业道德与法律 2 32 √

经济政治与社会 2 32 √

哲学与人生 2 32 √

语文 10 180 √ √

数学 8 144 √ √

英语 8 144 √ √

计算机应用基础 6 108 √

体育与健康 8 144 √ √ √ √

公共艺术 2 36 √

历史 2 36 √

公共基础课小计 52 920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 4 68 √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 6 96 √

机械基础 4 64 √

电机与变压器 6 96 √

电气及 PLC 控制技术 3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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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风力发电概述 4 68 √

风力发电机组结构与

原理
6 96 √

风电场电气设备 6 96 √

电工技能实训 3 60 √

电子技能实训 1.5 30 √

机械拆装技能实训 1.5 30 √

电机与变压器维修技

能实训
1.5 30 √

小计 47 786

专
业
︵
技
能
︶
方
向
课

风电场

运行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控 制

技术
5 78 √

风电场升压站运行 3 52 √

风力发电机组运行 5 78 √

小计 13 208

风电场机

电设备维

护检修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控 制

技术
5 78 √

风力发电机组机械液

压设备维护与检修
3 52 √

风电场电气设备维护

与检修
5 78 √

小计 13 208

风电场

建设

风力发电机组安装 5 78 √

风力发电机组调试 5 78 √

风电场建设施工组织 3 52 √

小计 13 208

综合实训 30 540 √

顶岗实习 30 540 √

专业技能课小计 120 2 074

合计 172 2 994

说明：

（1） “√”表示建议相应课程开设的学期。

（2） 本表不含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以及选修课教学安排，学校可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设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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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教学实施

（一） 教学要求

1.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按照培养学生基

本科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定位，重在教学方法、

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 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应结合企业生产及相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贯彻以就

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大力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在课程

内容编排上合理规划，集综合项目、任务实践、理论知识于一体，强化技能训

练，在实践中寻找理论和知识点，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实用性与实践性。强化

理论实践一体化，突出“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提倡项目教学、

案例教学、任务教学、角色扮演、情境教学等方法，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将

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教师引导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

（二）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更新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学管理要有一定的规

范性和灵活性，可实行工学交替等弹性学制。要合理调配专业教师、专业实训

室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课程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

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

十二、 教学评价

由学校、学生、用人单位三方共同实施教学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学生专业

综合实践能力、“双证”的获取率和毕业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专兼职教师教学

质量，逐步形成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体系。

（一） 课堂教学效果评价方式

采取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主要包括笔试、作业、课堂提问、课堂出勤、

上机操作考核以及参加各类型专业技能竞赛的成绩等。 

（二） 实训实习效果评价方式

1. 实训实习评价

采用实习报告与实践操作水平相结合等形式，如实反映学生各项实训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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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技能水平。

2. 顶岗实习评价

顶岗实习考核方面包括实习日志、实习报告、实习单位综合评价鉴定等多

层次、多方面的评价方式。

十三、 实训实习环境

本专业应配备校内实训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一） 校内实训实验室

校内实训实习场是指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真实职业氛围的实训场地，校内实

训实习必须具备风力发电仿真实训室、电气控制实训室、可编程控制器实训室、

变流设备实训室等，主要设施设备及数量见下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台 / 套）

1
风力发电仿真

实训室

风力发电仿真装置 40

计算机（安装风力发电仿真软件） 2

风力发电机整机模型 40

偏航设备模型 40

齿轮箱模型 40

叶片模型 40

投影仪 40

2 电气控制实训室

柜体 3

低压电气元件 3

电工工具 3

万用表 2

小功率异步电机 3

3
可编程控制器

实训室

可编程控制器实训台 2

计算机 2

编程电缆 2

电气元件 2

4 变流设备实训室

电力电子实训台 3

变频器 3

电工工具 2

示波器 2

万用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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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台 / 套）

5 风电安全实训室

塔筒攀爬装置 20

登高作业安全设备 2

急救模拟人 40

6 变电站仿真实训室
计算机（安装变电站仿真软件） 2

投影仪 40

7
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实训室

塔架安装实训装置 8

行星齿轮减速机 8

手动吊装装置 20

手动力矩扳手 2

电动力矩扳手 20

吊具 20

说明：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的数量按照标准班 40 人 / 班配置。

（二） 校外实训基地

要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2 个以上。要求基地必须具有容

纳 40 人以上的教学场所，同时还要求基地提供具有本专业知识的企业专家或技

术能手 1~2 名承担教学任务，解决学生校外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应具有多媒体

教室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具有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数字媒体资源。

十四、 专业师资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

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专业教师学历职

称结构应合理，专业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应为电气、机械、自动化专业或相关

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专业资格证书及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所要求的业务能力；具备“双师”素质及良好的师德；具有工

作实践经验，熟悉企业工作流程；对专业课程有较全面的了解，具备行动导向的

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师资队伍规模适当、结构合理，适当外聘企业在职人员

担任专业实践课程，“双师型”专任专业课教师不低于 30%。

十五、 其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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