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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与发展

应用型本科院校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建设探究 

杨白洁 付涛 蒋甲丁 石黄霞 马晓慧 

(新疆工程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91) 
 

摘要：为深入贯彻和落实新疆工程学院“办好应用型大学”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主线，打赢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
战，本文基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结合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深度挖掘课程中的多种育人元素，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建设、
理论教学、实验实习及过程考核等多维度、多方位的教育过程，强化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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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长期以来，高校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一直处于分离状
态，呈现为“两张皮”的现象，单纯依靠思政课对大学生思想教育
显的有些苍白[1]，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此外，由于我国目前应用型本科人才相对缺乏，国内很多地
方本科院校明确提出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根本任务[2-3]，如何将思
政元素切入应用型大学教育是目前很多高校面临的问题。 

本文通过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特点和电气专业建设
体系目标，以及课程思政改革必要性，分析新疆工程学院传统模拟
电子技术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基于该课程，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将政治、品德、专业、人文、审美、劳动、身心、职业和发
展性九方面的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建设、课堂理论教学、实验实践
和平时考核机制等各个教学环节中，以专业知识作为切入点，通过
多维度、多方位渠道实现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爱校、爱疆、
爱国、爱党情怀，以及良好工程素养、扎实专业基础和较强动手能
力。 
1  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思政改革必要性 

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分工
越来越明确，人才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2]。国之所需、业之所
趋，“工科革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新工科”的时代已经到来，我
们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人才培养模
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我国应用型本科院
校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以应用为本的培养目标、以需求为主导设置
学科专业、依托学科、面向应用的课程体系和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
途径等特点[2]。 
2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疆工程学院近几年的课程思政主要通过“课前五分钟”方式
将专业课程与思政内容进行融合，“课前五分钟”即每次大课前教
师在五分钟时间内对学校党委宣传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制作的相
关讲义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向学生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疆地方史，及“感
动中国”英雄人物事迹等等。由于此思政教育方式与专业课程衔接
的不是很充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未能有效结合，五分钟思政内
容有些单一，容易让学生产生排斥心理，思政和专业仍旧是处于孤
立分离状态。因此，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亟需找到更合适的途径，课
程思政改革势在必行。 
3  应用型本科院校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改革措施 

“课程思政”其实质不是增开一门课或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围
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教育任务，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是一种全员、全程、全课程的“三
全”育人教育形式[4]。模拟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通信、电气及自
动化等理工科专业教学认证中的工程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主
要介绍了常用半导体器件的结构、原理和特性等，及由其构建的模
拟电子电路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等，使学生获得模拟电
子电路的分析、计算、仿真、设计和调试等基本技能，为学习后续
课程和从事相关专业打下基础[3-4]。 

针对模拟电子技术目前教学存在的问题，依据新疆工程学院
“办好应用型大学”和“培养应用型人才”主线目标，从学科建设、
教学过程和考核方式三个层次提出改革措施，具体实施方案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改革实施方案 

“课程思政”本质内涵：在高校所开设的每一门课程中，都要
做到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5]，使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同步、相得益彰，形成思政和专业为一体
的教育形式，应用型本科课程思政教育应是既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
养要求，又能传递思政教育的内容和信息[6]，真正实现在课堂教学
主渠道中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立体化育人，达到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模拟电子技术教学在学科建设、教学过程和
考核方式三个层次改革，多角度、多维度地将政治、品德、专业、
人文、审美、劳动、身心、职业和发展性九方面的思政元素融入到
专业建设、课堂理论教学、实验实践和平时考核机制等各个教学环
节中，提升学生各个方面的认知和素养，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
型和技能型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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