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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智能电网课程的特点，探索了在工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途径和方法。

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和运用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知识点有机结

合，把思政要素贯穿专业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期达到育人树德传道授业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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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rt grid cour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and me-
thod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urses. While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is paper fully excavates and uti-
li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with the know-
ledge points in the smart grid cour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spreading knowledge, cultivating people and cultivating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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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

在于立德树人。党的十八大报告亦指出，要把学生的“立德”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1]。上海电机学院是

一所面向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以工学为主，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理学等学科协调发

展的普通高等院校。学校明确提出“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方略，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专业知识精、应用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够解决企业一线实际工程技术问题，具有创新精神的卓

越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本文以智能电网课程为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和运用课程蕴

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知识点有机结合，“化整为零”，由点至面，层层递进[2]，
通过隐性渗透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内在德行、自身的内在素质和能力，以期

达到育人树德传道授业的教学目标。 

2. 智能电网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2.1. 智能电网课程情况分析 

“智能电网”是切合工程认证发展需求，面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

其专业性和实践性强。本课程介绍智能电网的发展历史和当前电网面临的一些问题，指出电力系统需要

进行智能化改造。从智能电网的主要技术进行展开，包括新能源发电，柔性输电和智能用电等。本课程

紧密结合中国电网，帮助学生了解认识实际电网。课堂上教师主要以启发教学为主，采用问题导向与案

例驱动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结合中国智能电网发展历程、行业形态、世界电力故障大事件、行业热点问

题和共性问题，引入思政元素，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形成传授专业知识、培养综合能力与育德树人培

养目标相统一的复合教育模式(如图 1 所示)，达到传道授业育人树德的教学目的。 
 

 
Figure 1. Compound teaching mode 
图 1. 复合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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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智能电网课程的思政教学实践 

基于智能电网课程的思政教学实践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中[3]，寻求智能电网课程专业

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并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融入，通过学科

渗透的方式实现传道授业育人树德的教学目的。 
1) 通过智能电网发展史，进行大国自信教育 
通过介绍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

文化自信，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电力系统发展缓慢，而且大部分也不属于我国自有[4]。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

的电力行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通过几代电力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的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

一。我国坚强智能电网已发展成为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网架为基础，以

通信信息平台为支撑，具有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特征，包含电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

用电和调度各个环节，覆盖所有电压等级，实现“电力流、信息流、业务流”的高度一体化融合的现代

电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新能源发电在

我国电力系统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装机容量逐年增长。我国第一个风电场是始建于 1989 年的新疆达坂城

风电场(如图 2(a))，我国首个海上风电项目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海上风电场是始建于 2007 年的上海东海

大桥 10 万 kW 风电场(如图 2(b))，目前我国风电装机量世界第一。2020 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

的目标，体现了我国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决心。新能源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

展新能源电力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与担当。 
 

 
Figure 2. Wind farm diagram 
图 2. 风电场示意图 
 

2) 从知识点中，培养学习兴趣，加强工匠精神教育 
在讲授专业知识点时，可引入相关典型案例，鼓励学生热爱科学，培养学习兴趣，为科技事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发学生感悟电力工作者的工匠精神。 
我国特高压在国际上“无标准、无经验、无设备”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从“白手起家”到“大国重

器”，从“中国创造”到“中国引领”。我国全面掌握了特高压核心技术，成为世界首个也是唯一成功

掌握并实际应用特高压技术的国家。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世界首个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电

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输电工程昌吉–古泉±1100 kV 特高压工程成功启动全压送电，标志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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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攻克并掌握了±1100 kV 直流输电系统关键技术；中国西电集团率先研制成功了±1100 kV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用换流变压器，攻克并掌握了 1000 kV 特高压交流输电核心技术[5]。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建

成 14 条特高压交流线路和 16 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在建 2 条特高压交流和 3 条特高压直流共 35 个特高压

工程，在运在建特高压线路总长度 4.8 万公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攻关，更离不

开电力人工匠精神的引领与付出。 
3) 典型安全事故分析，引导学生增强责任意识 
在智能电网课程教学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学习专业基础知识之外，还必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使

学生能明白作为电气工作者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的半点粗心和马虎大意，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必须建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心。 
2021 年 6 月 17 日，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1 名工作人员及施工单位郑州祥和集团 1 名工作人员，在 110 kV

省府变电站接线方式改接工作票结束后违规进入高压开关间隔进行测量作业，郑州祥和集团 1 名工作人员

(现场工作负责人)违规手持钢卷尺靠近带电设备时发生触电死亡，1 名工作人员(运维正值)烧伤。这件事故

的起因就是工作中的违章操作、粗心等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电气工程从业人员必须建立崇高的职

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心。 
4) 从热点问题，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在专业课程讲授时，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 
2020 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短短 5 天 5 夜的时间，火神山医院电力建设就完成了迁移 2 条

10 千伏线路 4 次、安装 4 台 10 kV 环网箱、架设 24 台总容量 1.46 × 104 kVA 箱式变压器、敷设 8 km 电

力电缆、设立防疫保电指挥部的工作[4]，这惊人速度的背后是 200 余名电力工作人员不分昼夜的付出。 
南昌–长沙 1000 kV 交流特高压贯通湘赣两省，是华中特高压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电

网公司“十四五”首条特高压交流工程，从第一个基坑开挖，到组塔施工，再到线路架设，浏阳政企

联动合力攻坚，20 天完成 390 塔基交地，刷新了 1000 kV 特高压塔基交地的全国纪录，创造了电网特

高压建设的“浏阳速度”。这些都凸显了在非常时期，党和国家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要地位，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建设、中国制造展现出了使命、责任与担当，做到了“中国速度”与“中国

质量”并重。 
2010 年，美国马里兰州等地出现一种新型的毒品犯罪：在豪宅里利用 LED 灯种植大麻，美国警察通

过分析电力公司获取的当地智能电表数据，通过对用电量和用电模式的大数据分析，成功地抓到了一批

毒贩[6]。 

3. 总结 

智能电网课程与思政教学的融合，是在专业知识传授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运用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

元素。教学实施过程中，以知识为载体，采取问题导向，案例驱动与教学思考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形成

传授专业知识、培养综合能力与育德树人培养目标相统一的复合教育模式，通过隐性渗透和潜移默化的

方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内在德行、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达到传道授业育人树德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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