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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论文探索如何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逐渐融入电类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并且通过提高教师的思政意识，合理的选择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

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实现全员育人和全过程育人，并将思政教育的内容逐渐融入课程评价体系中，推

动“课程思政”在我国高校的电类专业课程中的实际应用和持续发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民

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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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to construct a pattern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whol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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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whole course, and the form of various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and taking “streng-
then morality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education Kind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ncept. The thesis explores how to gradually integrate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concept into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of electrical majors, and by 
improv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rationally choos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tho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nd achieving full-staff educa-
tion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gradually integrating the content of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promoting the practical appli-
cation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electrical profes-
sional course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National 
self-esteem and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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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要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将德育元素融入高校专业课程教学，实现全课程育人[1]。课程思政作为

一个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念，同时能够将各个学科的课程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融合，切实推进

以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我校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核心课程中，积极探

索“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实践，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2. 教师课程思政的培养 

通过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对当代大学生思想、言行和成长影响的第一因素是

专业课教师，因此在专业课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应该成为对学生思政教育的主战场和主阵地，

专业课教师要想在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为此，

学院注重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的提升，思政教育有其不同其它学科的特点，有特定的要求和规范

的用语，具有严肃性等，故在专业师资培养上，应重视专业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以及专业课程中

思政教学能力的提升，通过专题培训，教学研讨等活动，帮助教师以合适的方法开展课程思政，实现专

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引导授课教师加深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学生价值观塑造重要性的理解，

提高其对课程思政建设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使广大教师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 
在教学中，通过授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与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育人意识

与底线意识，将立德树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专业课教师挑起“思政担”，逐渐形成专业课程授课

教师教书育人的思政共识(如图 1 所示)，从而把思政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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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diagram 
图 1. 课程思政共识图 

 
在进行专业教学的过程中，专业课教师从专业的角度对思政内容进行渗透，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

同时也能够避免思政课堂出现单纯说教的模式，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更容易接受所学的知识。 

3. 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 

在电类的专业课程中，其中很多课程讲述的内容与我国的电气设备制造业、数控系统以及人工智能

有关。比如，《电机学》《模拟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等课程。这些课程讲述的内容，很多

都是国外的产品，在教学中，如果教师不自觉地对外国先进技术流露出崇拜，会导致学生容易形成我国

国产技术十分落后的想法和行为。因此，在教学中，老师应该注重介绍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做出的进步，

现阶段我国在非常多的技术方面已经领先世界的整体水平。因此在介绍相关的专业技术的过程中，应当

对我国先进的技术条件进行突出讲解[3]。 
要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授课教师需要将有关思政内容全部详细地写到教案中，采用案例式、

直观演示法等教学手段和充分利用电子视听设备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等教学方法。例如，在《电机学》和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展示实物图片、网络新闻和代表行业前沿视频资料等手段

向学生进行展示我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通过视觉的直观冲击，将课程内容与科技兴国相结合进行详

细描述，使得课程思政能够逐渐落实到实处。因此在上课之前，教师需要收集有关思政的资料，要找到

实施思政教育的落实点，把思政资料整理成课堂教学内容之后将所有相关的思政资料写到教案中，最后

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讲述。通过思政教学实践，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学生反响非常好，充分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教学讨论中，

提升了教学效果。 
在电类课程的教学中，课程组教师通过研究探讨，提出了对学生辩证思维、开放思维和团队协作思

想的思政内容的培养。 
(1) 辩证思维 
在“负反馈改善放大电路的性能”教学示例中，教师先给学生五分钟的课堂讨论时间，讨论实际生

活中存在的反馈，然后，总结归纳学生的讨论结果，引出模拟电路中的反馈。放大电路中引入交流负反

馈，降低了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这是放大电路付出的代价)，但是与此同时稳定了放大倍数、改善了放大

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扩展了放大器的通频带及减小了放大器的失真。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即看

待问题要全面，凡事有利亦有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即矛盾无处不在，但矛盾又有主次。因此

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我们应该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统筹兼顾[4]。半导体器件发展直接影响电子电路的

发展，教学中引导学生客观看待我国半导体器件制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用辩证法分析半导体器件在模

拟电路中的作用，使学生分清半导体器件中的内容与形式。 
(2) 开放思维 
在二极管的教学中，教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通过预习课本对二极管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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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小组成员之间可以交流讨论，五分钟后由小组代表进行总结发言，根据学生的发言发现有的小组根

据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将二极管分为锗二极管、硅二极管、砷化镓二极管，有的小组根据二极管的用途将

其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隔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发光二极管、

旋转二极管等，还有的小组根据二极管的化学性质，从化学的角度将其分为有机二极管和无机二极管等。

对于学生提出的多种分类，教师不必急于评判，可以将课堂还给学生，让不同的小组之间交流讨论，分

享自己分类的原则和思想，以及这样分的意义。让学生在课堂上尽情展现自己的想法。这就跟我们生活

中的很多情境类似，同一个事物、完全相同的情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每个人都会有自

己关注的重点，因而会呈现不同的结果，那么能否做出最准确、做全面的判断就要看你是否具有发散思

维、辩证的眼光，是否能变通思维，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二极管的分类案例思考，同一个主题

大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分出不同的结果，每个人都是对的，但又都不够全面，借此启发学生要以开放的思

维、辩证的眼光全面分析问题，有时问题的答案是多样的。这样的课程设计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有益于学生开放的、变通的看待问题，正确对待与自己不同的观点[5]。 
(3) 团队协作的思想 
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鼓励同学们之间互相探讨，互相交流，培养同学们的团队精神和团队意识，

通过团队合作使学生的学习成果最大化。将团队合作精神引入教学中，给课堂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

课堂教学由一个人活动变成多个人活动，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了师生互动的最佳结合，

从而在整体上优化了课堂教学的结构和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合作意识和团队精

神在各行各业中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世界一些知名企业已明确将“合作精神”或“团队意识”

作为对人才的一项基本要求，这对现代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6]。例如在课程设

计中或者实验课程中，我们把学生分组，要求每组都要完成一个具体的项目，学生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最后把所有同学的任务结合在一起，从而完成整个项目，让学

生在团队合作氛围中学习，能更好地掌握职业技能，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还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电类专业主干课程的相关教学中，不仅要实施技术教学，同时也需要对“课程思政”

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对思政内容讲解的方式、方法进行综合考虑，选用合理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这样能够更好地完成思政教学的相关任务，为我国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电类专业主干

课程改革中，还要积极地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的课程评价中。另外，对于专业教师自身的教学观念进行

改变，提升教师的思政意识和教学能力，在进行电类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更多地融入“课程

思政”的内容并添加到专业课程教案中，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培养专业扎实、思想过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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