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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
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会组
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教材规划。
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
教学急需的专业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
本书为新编教材。
电气工程专业大学新生在其入学后的初始学习阶段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对自己将要学习的专业知之
甚少。
在一、二年级基本上都是学习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电磁场
理论等，这些课程几乎都是理论分析与理论推导，学生在对专业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学习起来感到十
分盲目，缺乏兴趣。
直到三、四年级学习专业课程时，才发现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要性，但为时已晚。
编者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对一年级新生开设一门专业介绍课程《走进电世界——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概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会全面、系统地了解所要学习的专业，包括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人才培
养目标及教学计划、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课程体系与学习方法等；其次是对自己将要从事的专业
有全面的认识，特别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历史发展沿革、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设置方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发展趋势等。
这样非常有利于学生尽早了解与认识自己所学的专业，以便提前制定比较完善的大学学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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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11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电气工程的基础知识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电力工业
的特点，国内外电力工业发展的差距，电力系统及其组成，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的基本任务及其特点，
电力电子技术及其应用前景，我国电力通信系统的现状与未来，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组成和类型，建筑
电气与智能楼宇等专业基本知识。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专业的演化脉络描述得比较清晰，对专业领域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展
示了电气工程专业的应用前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和函授的相关教材，同
时可作为对电类专业知识感兴趣的读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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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电气工程与高等教育1.1 电气工程学科1.1.1 术语简介刚进人大学的学生.会遇到关于学科、专业
等方面的一些新名词、新概念。
为了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科专业，以下简要地介绍一些相关的名词与术语。
（1）科学。
科学(Science)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
和数学。
自然科学又分为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
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技术科学包括电工学、电子学、机械学、
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建筑学、地质学等学科。
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
电气工程学科属于自然科学。
科学的目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指南。
科学来源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实践。
它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在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的发展和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
现代科学正沿着学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方向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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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电世界: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概论》是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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