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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它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实现了全面育人的目

标。本文以模电课程为例，选取了两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了如何从专业知识中挖掘思政元素，

将之融入课程教学中，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最终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评估，证明了课程

思政的教学成效，为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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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combin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Taking the modular electricity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elects two typical case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how to exca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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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subtle educational effect. Finally,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course ideology and Xi is proved, which pro-
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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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战略举措。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因此，如何确定课程思政的建

设目标与内容重点，如何根据专业特点将课程思政与课堂教学进行有机融合，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

的能力和水平，对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一代创新性思维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光明前景具有重大意义。 
《模拟电路》是西南大学智能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介绍了模拟信号的放大、产生、变换

和处理等相关知识。课程从半导体基础知识出发，以“器件–电路–应用”为主线，以“兼顾分立，面

向集成”来组织教学内容，与我们国家成为现代工业化强国的目标密切相关，是后续学习课程的重要基

础。课程开课对象皆为“00 后”，思维比较活跃，接受能力强，但由于学习环境比较优越，没有经历过

很多挫折，容易被外部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影响，难以真正的潜心于此课程[2]。因此教师在教学时，

不能仅仅只注重知识点的讲解，还要适时的融入一些有关道德素养、工匠精神、国家大势、民族情怀等

思政教育元素，同时结合教学实例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一点一点改变自身[3]。 

2. 课程思政视角下“模拟电路”课程教学设计案例 

2.1. 模拟电路中的质量互变 

2.1.1. 专业知识点简介 
PN 结的形成如图 1 所示，在同一片半导体基片上，分别制造 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经过载流

子的扩散，在它们的交界面处就形成了 PN 结。PN 结加正向电压，也就是 P 区加正电压、N 区加负电压

时，呈现低电阻，具有较大的正向扩散电流；而 PN 结加反向电压，也就是 P 区加负、N 区加正电压时，

呈现高电阻，具有很小的反向漂移电流[4]。 
当 PN 结两端施加反向电压时，会产生微弱的反向漂移电流。随着反向电压的逐渐增大，该电流会

保持在一个微小但相对恒定的水平。然而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一特定值时，反向电流会发生突变并急剧

增加，导致反向击穿现象。所以应该时刻控制在 PN 结两端施加的反向电压，从而使得电流处于一个稳

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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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N junction formation diagram 
图 1. PN 结形成图 

2.1.2. 思政元素 
在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是从微小的量变开始的。正如模拟电路中 PN 结两端施加反向

电压所展示的那样，这种量变是细微而持续的，有时甚至难以察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微小

的变化在不断积累中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质变的发生。 
在质量互变规律中，量变是事物发展的基础，是质变的准备和积累。质变则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是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和改变。这种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突变性的

统一。因此如何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这一规律，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1.3. 思政育人目标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中的核心规律之一，它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是引

导学生深入理解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重要工具。通过课堂融入质量互变规律，使得学生能够认识到，无

论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才能实现

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同时也需要让学生懂得在日常行为处事中，应该多做好事，每一个小小的善行，

都可能成为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力量，且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任何一种坏习惯或不良行为，

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通过质量互变规律的学习和实践，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和实践能力。同时这种规律也能够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实现个人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提升[5]。 

2.1.4. 教学实施流程 
1) 首先讲解载流子的漂移运动和扩散运动的基本概念。通过简明扼要的说明和示例，帮助学生理解

这两种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引入 PN 结的概念并简要介绍它的构成和特性。 
2) 接下来详细讲述 PN 结的形成原理，以及其展现出的单向导电性。通过细致的剖析和逐步的推导

让学生深入理解 PN 结的构造和工作机制。同时强调 PN 结的单向导电性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 
3) 在学生对 PN 结的反向击穿现象有了初步了解后，提出一个思政导问：在深入学习 PN 结的反向

击穿现象后，思考其中蕴含着哪些现实生活中的道理呢？引导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将所学知识与现实

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联系和比较，从而加深对 PN 结反向击穿现象的理解。 
4) 然后详细讲解 PN 结的反向击穿现象。通过图 2 和详细的解释，让学生了解当 PN 结的反向电压

增加到一定数值时，反向电流会突然快速增加的现象。同时会强调反向击穿现象在电子器件中的重要应

用及其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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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lationship diagram between reverse voltage and 
current across the PN junction 
图 2. PN 结两端反向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图 

 
5) 随后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引导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立竿见影，事物发展

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在不断的量变积累中最终发展成质变。这一讨论环节将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与

实际生活相结合，培养他们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在课程最后讲授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知识点——PN 结的电容效应。通过实例和计算来让学生了解

PN 结电容效应的原理和应用。 
7) 在课程结束时布置一些课后练习题，以便让学生更好地巩固本节课所学知识。这些练习题将涵盖

PN 结的形成原理、单向导电性、反向击穿现象以及电容效应等方面，以帮助学生加深对 PN 结及其应用

的理解。 

2.2. 模拟电路中的对立统一 

2.2.1. 专业知识点简介 
如果电路中存在一个反馈网络，能够将输出回路的电压和电流反馈到输入回路，这种电路就称为反

馈电路。反馈电路分为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如图 3 和图 4 所示。辨别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的

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输入端来判断，如果引入反馈后净输入量变大，则为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

另一种是根据输出端来判断，如果引入反馈后输出量变大，则为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positive feedback circuit 
图 3. 正反馈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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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negative feedback circuit 
图 4. 负反馈电路示意图 

 
放大倍数是衡量一个反馈电路性能的重要指标，它表示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比值。在负反馈电路

中，这个比值会被一个小于 1 的反馈系数所调整，从而降低放大倍数。尽管负反馈电路降低了放大倍数，

但它可以极大地改善电路的性能。这是因为负反馈电路具有以下优点： 
1) 提高系统稳定性：负反馈可以减小输入信号的波动和干扰，使得输出信号更加稳定，提高了电路

的抗干扰能力。 
2) 扩展带宽：负反馈可以扩展放大电路的带宽，使得电路可以在更大的频率范围内保持稳定的性能。 
3) 改善非线性失真：负反馈可以减小由于放大电路非线性引起的失真，提高了电路的线性度。 
4) 降低噪声：负反馈可以减小放大电路内部的噪声，提高了电路的信噪比。 
5) 提高增益：虽然负反馈降低了放大倍数，但是它可以提高电路的增益，这对于很多应用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6]。 

2.2.2. 思政元素 
负反馈电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展现出了对立统一的特点。这种对立统一性，可以让人们

深入理解事物的矛盾双方，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尽管负反馈降低了放大倍数，但根据上

文所描述到的优点来说，它能够极大地改善了电路的性能。负反馈电路的对立面是正反馈电路，正反馈

电路会增强放大倍数，但同时也会增加不稳定性和噪声；而负反馈电路通过降低放大倍数，却实现了更

优的性能；这种对立统一性，正是矛盾的体现。 
矛盾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在生活中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

盾推动着人们不断去探索、去进步、去发展，就像负反馈电路一样不能只看到它降低放大倍数的一面，

更要看到它改善电路性能的一面。 

2.2.3. 思政育人目标 
通过讲授负反馈电路虽然降低放大倍数但能改善电路性能的例子，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矛盾双方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使他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全面地看待问题，

并善于在矛盾中寻找可能的机遇，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共进。同时这也有助于帮助学生建立起矛

盾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无论是生活中的日常事物还是更为复杂的现象，都包含着对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两

个方面。这种对矛盾的认识和理解，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情况[7]。 

2.2.4. 教学实施流程 
1) 首先讲授反馈的基本概念，并引出反馈电路与负反馈电路的概念。通过简单的示例和说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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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理解反馈电路的运作方式，以及负反馈电路在其中的重要性。 
2) 接下来详细讲述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之间的区别。通过对比两者的特性和作用机制，让学生

明确理解两者的不同之处。同时教授学生如何通过分析和判断电路的反馈类型，以便在实际操作中能够

正确地区分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 
3) 在学生对负反馈电路的工作原理有所了解后，提出一个思政导问：为什么负反馈降低放大倍数还

能对电路起到有益的作用？引导学生思考负反馈电路的实际应用和现实生活中的类似情况，从而让他们

理解到负反馈电路在改善电路性能方面的作用和现实生活中的道理。 
4) 接着详细讲解负反馈电路的优点。通过实例和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负反馈电路在提高电路性能、

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作用。 
5) 最后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引导他们理解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并且矛盾是一切事物的特点。

通过引导学生探讨生活中的矛盾和平衡，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对立统一的概念和矛盾的重要性。 
6) 在课程结束时布置一些课后练习题，以便让学生更好地巩固本节课所学知识。这些练习题将涵盖

负反馈电路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和优点等方面，以帮助学生加深对负反馈电路的理解和应用[8]。 

3. 模拟电路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模拟电路》课程一直都是学生头疼的科目，一度被冠以“魔电”的称呼。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学生的学习态度明显改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育人成效获得显著提升。2020 级学生教学视频平均观看

时长为 398.1 分钟，最短观看时长为 231.9 分钟，平均签到率为 96%；2021 级学生教学视频平均观看时

长为 424.4 分钟，最短观看时长为 245.5 分钟，平均签到率为 98%。图 5 和图 6 分别为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视频观看时长、平均签到率统计对比图。可以看出，学生教学视频观看时长和签到率都得到明显

的提升，这表明经过我们的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确实有所提高。 
 

 
Figure 5. Statistical comparison chart of video viewing time for students in the class of 2020 and 2021 
图 5.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视频观看时长统计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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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tatistical comparison chart of the average sign-in rat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 of 2020 and 2021 
图 6.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平均签到率百分比统计对比图 

 
在最终的课程成绩中，2021 级相对于 2020 级优良率由 12.9%提升至 34.28%，不及格率由 19.35%下

降至 5.71%，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了大幅提升。图 7 为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统计对比图。

可以看出，学生最终课程成绩明显提升，这表明经过我们的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学生学习效果也有很大

改善。 
 

 
Figure 7. Statistical comparison chart of final exam scores of students in 2020 and 2021 
图 7. 2020 级与 2021 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统计对比图 

4. 结语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梦则是中国梦，中国的未来寄托于少年。当今大学生正处于网络信息复杂、多

变的环境中，且自身的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故我们的课程教学必须寓价值于知识传授之中，帮助学生

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此，本文从课程知识点中深入挖掘出思政元素，自然地引入思

政育人目标，从而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相反，通过思政元素的引入，加强课程教学的效果，促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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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更好地达成。为了更好地探索课程思政的特色与创新，我们需要挖掘更切合实际的思政元素和思政

育人切入点，建立更加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使之更易于考核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目标。 
在课程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实现专业课堂与思政课堂的有机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必须经

过不断的尝试，不停的探索，我们才能够做的更好。接下来，我们将会探索更多的方法，将课堂思政建

设落实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属于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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