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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专科学校的安全生产教育（２００２年第５ 期）

作者：袁忠军 (广西水电学校 南宁 530023) 点击：66 

    广西水电学校是为广西电力行业及工业企业电气专业培养、输送合格人才的重要场所。学校教学质量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电力行业电气专业人才的整体水平。总结历年的教学状况以及带学生实习的状况， 笔者认为

电力专科学校只注重对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具备安全生产素质的

毕业生，才能满足电力行业新形势的要求。 

1 安全生产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要保证电力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重视人员的安全生产素质教育。从我国电力系统所发生的事

故来看，大多数事故是由于工作人员安全生产素质低、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目前，广西电力系统代管县及中

小型水电站的生产一线职工综合素质差，又不重视安全技术教育，直接威胁到安全生产。因此，中等电力专业

学校应将安全生产素质教育列入教学内容，培养出更多具备优秀专业知识和过硬安全生产素质的优秀毕业生。  

2 安全生产素质教育的方式  

  为了避免学生产生安全素质教育尽是条条框框、枯燥乏味的情绪，应该将课堂教育和生产现场教育结合起

来，并增加现场教育课时，让在职职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事故造成的后果来教育学生，让他们认识到， 电

力安全生产每时每刻牵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关系着人民的正常生活。无论何人在电力系统从

事何种工作，都有保证电力安全生产的责任，都必须自觉地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只有学生在

学校中就树立起牢固的安全生产意识，才能保证毕业后在工作中具备良好的安全生产素质。  

3 安全生产素质教育的内容  

3.1 安全技术教育  

  职工安全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安全。职工安全技术水平不高，知识掌握不全面，人身和设

备的安全自然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必须加强学生安全技术水平的培养。目前，就学生毕业分配状况来看，大多

数还是去一些中小型水电站担负电气运行人员的工作。作为生产一线的人员，必须具有分析、解决实际工作问

题的能力，一旦发生电力事故，应能迅速判断事故类型，及时处理，缩小事故范围，确保安全发电。能够快

速、准确地阅读图纸，是尽快解除故障的关键。所以对在校生还应加强电气图纸阅读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一上

岗就具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运行工作中就可避免或减少电气误操作。 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中，中等专

业技术学校比较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基本上未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尤其在电力设备更新换代较快的今天，针

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安全技术教育却较少。为 了适应电力工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应对学生加强电网安全技

术教育和电力设备安全技术教育，以便为生产一线输送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生，使生产一线人员的整体素质有

一个质的飞跃，那么电力安全生产的水平必然得以提高。  

3.2 “两票”教育  

  “两票”即工作票和操作票，是《安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备运行规程和检修规程的主要内容，是现

场作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组织措施。在电力生产中严格执行“两票”制度是保证人身安全、防止设备损

坏事故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两票”也成为发电厂、变电站安全管理和考核的重要内容。但在现场，“两

票”的填写情况、职工对“两票”概念的了解、对“两票”含义的理解都不尽人意。因此对学生开展这方面的

教育，使学生在学校就掌握“两票”的基本知识，并充分认识“两票”的重要性、必要性及严肃性，提高学生

执行“两票”的技术能力和应用能力，是很有必要的。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故案例，分析事故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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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及应吸取的教训，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提出一些事

故预想，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己解决，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课堂讨论时学生可各抒己见，互相启发，

这样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专业课的兴趣，同时又提高了学生处理事故的应变能力。还可结合电化教学，利用劳动

保护科教电影，各种标准化作业电视片和事故现场录像，让视觉形象和声音两种信息同时作用于学生的感性器

官，形声俱在，情理鲜明，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记忆。  

3.3 事故预想，反事故演习的教育  

  电力事故的发生往 往是突发的，同时伴有许多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例如：在事故中，厂用电消失，厂内

照明全停等 。如果没有良好的反事故应变能力，就可能在处理事故时，发生误判断、误操作，将事故扩大，

造成停电范围扩大。例如越级开关未找准，可能再次对系统造成冲击，严重时会使电网失去稳定，所以要对学

生进行事故预想，反事故演习教育，以提高学生处理事故的应变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专业知识越巩固，事故

应变能力就越强。  

3.4 加强学生自我保护安全教育  

  从电力事故发生的各种因素来看，发生事故的因素有人、设备、工具、管理、作业对象和生产环境。其中

人是最活跃，最难掌握的因素。据事故资料统计分析，在事故发生的各类原因中，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约占事

故总数的80%。因此，对学生进行自我保护安全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自我保护意识是安全管理中的 重中之重，只有自我保护安全意识牢固的人，才能保证不伤害自己，不伤

害他人，也不被他人所伤害。对于在校的学生，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参加工作，事故离自己还很远，自我保护安

全意识较低。这一状况在学生毕业实习阶段就已表现出来了，例如，学生进电厂参观学习，厂方要求每位学生

都要佩带安全帽，但总有些学生忘了或嫌麻烦不带。又如：某校学生在参观电厂电气设备时，用手去摸电流互

感器，使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发生开路，产生的高电压将学生的手击穿。因此，在电厂实习期间，由于学生的安

全意识薄弱，更需要带队教师和厂方的不断提醒，避免事故的发生。安全意识淡薄，防范事故的能力低下，这

是在校学生的薄弱环节，故应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让学生面对各种危险因素都能提前作好预防，

防患于未然。如此，才能使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真正具备“安全在我心中，我是安全责任者”的安全意

识，有效地抑制生产中的违章行为。  

  中等电力专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充实电力生产队伍的主力军，加强在校学生的安全生产素质教育是重要

的教学内容之一。因此，应充分认识在电力专科学校教学中增加安全生产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电

力系统新形势的要求，切实搞好这一新的教学课程，为电力工业输送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备安全生产素质的优

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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