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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探索 

唐成祥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广西  河池  547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事业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及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与进步，并积极完成了新教育理

念的改革，“课程思政”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在教育教学中的一项全新的教育观念。中职学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在

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积极的正能量，

从而成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高素质人才、能够为社会建设作出自己的突出贡献。本文对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进行具体

探索及分析，以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作为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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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含义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

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发展，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

育理念。中职学校的教育水平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水

平，作为为社会培养技能优秀人才的地方，也是最要体现出“课程

思政”的地方。各中职学校均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主要的教学形

式即课堂教学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贯穿到各类课程中，使之实现全

程、全方面育人，从而实现我国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方向及新局面[1]。 

“课程思政”的主要教育内容涵盖思想政治的各教育元素，其

中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课

程思政”在中职学校教育中不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而是附属、

贯穿在中职学校教育课程的每一门课程当中，使其在每一门课程教

学的过程当中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理念及精神等渗透进去，

从而潜移默化的教育及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等。说到底，

“课程思政”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教育，是以实现立德树人为根本

目的的教育，其主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如

何培养人”的问题。对中职学校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就是

要秉持以德育人的教育观念，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民族观、文化观、国家观等，进而辨是非、明道理，能够

继承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和传统，从而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当代社会高素质人才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建设文明社

会而不断努力。 

从另一个层次来讲，“课程思政”的出现其实是社会发展的趋

势变化和对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课程思政”在中职学校各类课

程中的渗透意味着教育结构、教学方式、教育观念等的变化，指导

着中职学校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培养技能型人才，不仅要使学生掌

握知识与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能力、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实现教

育本质及意义的全面统一[2]。 

二、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实践 
电子技术包括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大类，是根据电

子学的原理，运用电子元器件设计和制造某种特定功能的电路来解

决实际问题的，其专业主要是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而在电子技

术“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其实质就是要将思政教育渗透

到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在对学生进行电子技术知识与技能教学的

基础上，通过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结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

等的深化改革与创新，将思想政治观念、文化自信、品德教育、人

格培养等与之较好的融合进去后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

的人才，同时将教育的意义与作用发挥到最大。 

而要在电子技术课程中与“课程思政”融合起来，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第一，教师需要具备相应的教学水平。无论是在哪个阶段的教

育教学中，教师都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指导者，只有教师具备相应

的知识水平、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好的教导学生，使学生

也成为高知识能力、高素质的人才。首先，在电子技术“课程思政”

教学中，要求教师具备专业的电子技术知识与相关的思想政治知

识，才能保证教学的专业性；其次，教师要充分发挥以身作则的作

用，在课堂教学中保持专业的教学态度、严谨的科学探究精神以及

正确的价值观、严格要求自身等，使学生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

响，形成优秀的人格；最后，教师在教学中的细节上也要注意，不

迟到早退、认真完成教学任务，不断保持学习充实自我、提升自身

教学水平等，给学生做出榜样，使学生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学

习习惯[3]。 

第二，将思政知识贯穿在教学内容中。要想进一步实现电子技

术“课程思政”教学，不断提高其教学效果，就要将思政知识彻底

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这过程当中要认识到“课程思政”不同于

单纯的思想政治课程，不是要将思想政治知识分离出去、单独对学

生进行讲解，而是在对电子技术知识与技能讲解的同时将思政知识

与精神等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同时受到思想政治

的教育。比如在电子技术课程中可以贯穿时事政治，利用时事政治

的教育意义让学生明白电子技术和科学技术等的重要性，让学生明

白学好技术才能振兴中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鼓励学生努

力学习。 

第三，课堂教学联系生活实际。电子技术被应用到社会生活及

生产中的各个领域，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

教学中要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才能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

生重视，更加努力的学习。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与生活实例联系起

来，比如让学生学会利用课程上所学到的知识自己或者和小组一起

制作出电子钟等小物件并对学生的制作成果进行考核，让学生学以

致用，同时在这过程锻炼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合作精神、

团结互助精神、勇于钻研等优秀的品质[4]。 

结语：综上所述，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能够提高

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价值，使学生得到全方面的培养与锻炼，有利

于将学生培养成建设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但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与实践是一项长期的教育工作，

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为之努力，为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不断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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