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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的电路与电子技术教学改革探索
李依潼　徐国保通讯作者　刘雯景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电路与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教学目标和任务都只注重知识传授，缺乏对立德树人的有

效支撑。本文分析了“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通过明确思政教学目标、构建思政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模式、完

善考核方式等改革举措，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实现能力培养与价值引导的双重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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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这一理念给全国各高校、各学科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思政教学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灵魂

所在，重视并加强课堂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实现学生能力培养与价值引导的有机

统一，既是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也应为高校教师的自觉行动。 

电路与电子技术是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该课程融合了“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数字电子”三门

基础课程，这为教师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当前，课

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掌握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注重学生的知识应用技能，学

生虽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能力，但较少涉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职业素养、创新意识的培养。此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

元素，潜移默化的培养和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和辩证思维能力，使

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又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将深度挖掘课程中的德育元素，通过对思政与课程内容

的有机融合、思政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的全面思考，使思政教育

不脱离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一、制定思政育人目标

课程思政必须紧跟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把以德

育人放在中心位置，让学生在专业课学习中明事理、辩事非、知

感恩。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传授、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课程思政融入知识传授主要体现在每个授课模块

中，用辩证唯物法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整合，在各知识点

的理解、推导、总结中增强学生认识与理解问题的能力。课程思

政融入价值塑造体现在通过家国情怀、先进事迹、科技创新、工

匠精神教育，让知识“有故事、有历史”，增强学生学习的源动力。

课程思政融入能力培养体现在利用科学方法论，培养学生哲学思

维、创新思维、大工程思维、大国工匠观。总之，融入思政元素

的教学目标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电子电路人才，使知识传授和

德育引领形成同频共振。依据价值引领，在“电路与电子技术”

课程标准中增加以下思政目标内容：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以工匠精神为引领，引导学生建立职业道德意识，培养

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3）以先进事迹为引领，引导学生树立不断进取、精益求精

的职业品质。

（4）以新时代电子信息人的责任和使命为引领，帮助学生建

立创新、开放、合作、共赢的团队精神和科创精神。

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改革思路如图 1 所示。

图 1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目标改革思路

二、构建思政教学资源

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蕴含大量的思政元素，但目前尚未形成

完整体系。因此，构建思政教学资源，应根据制定的思政育人目标，

收集和整理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站在历史的高度，洞察知识理论、

了解技术探索、形成授课脉络，巧妙的将民族复兴、筑梦新时代、

国家重大工程、时政等融合课程，实现思政教育和知识体系的有

机统一。具体的思政融入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与思政的融入点

知识要点 思政元素 具体实施

电路与电子技术发展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必然
分析国内外技术发展，以国内知识企业技术水平和进步趋势为例，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直流电路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通过基本定律的学习，认识生活中要遵纪守法，和定律一样，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交流电路 辩证思维看待、处理问题
通过电路的综合分析，教会学生用辩证思维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

基本放大电路 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 通过三极管载流子到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学习，教学学生正确对待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电路与电子技术电路与电子技术

课程目标三维度课程目标三维度

知识传授知识传授 价值塑造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能力培养

知识点教学模块知识点教学模块

国内外研发案例国内外研发案例

线上学习视频线上学习视频

责任、担当、

使命、协作

责任责任、担当、

使命、协作

家国情怀家国情怀

先进事迹先进事迹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科创精神科创精神

哲学思维哲学思维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

大工程思维大工程思维

工匠观工匠观

思政

元素

思政

元素
思政

元素

思政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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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逻辑电路 团队协作精神
从系统观念讲授组合逻辑电路组成，强调与基本门电路、基本中规模器件的关系，培养

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时序逻辑电路 提升科学素养和工程意识
通过讲授电路分析方法和设计过程，帮助学生建立数学思维，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工

程意识。

电子技术应用 培养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 讲授我国在电子技术领域的实践及成就，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

实验 严谨的工作态度、责任感 实验过程中，不仅要准确获取实验结果，还要遵守规章制度，注意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

构建思政教学资源时，要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中的引导作用，

鼓励教师从课程内容的构建、课程计划的开展两方面转变教学意

识，有效帮助学生更准确的理解思政要点与专业知识，能够及时

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和有效认知。在日常工作中备课过程，

教师要认真梳理知识点，实现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之间的平衡，

只有对知识有整体的把握，才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穿插与融

合，进而才会实现对学生的有效输出。

三、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采取教师主讲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无法

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因此，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积极的改进教学方法，在新的教学方法中加入思政元素，基

于思政目标和教学目标的精神把握，实现两者之前的相互转化与

融合。同时，融入思政教育后，会占用一部分专业课学时，为了

更好地提升授课效果，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新鲜的教学方法，比如“线

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

线上平台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教学资源，深入挖掘思

政融入要素，把相关的思政内容制成案例视频，通过线上平台上

传教学课件、授课视频、思政案例、仿真实例等资源，通过这些

相关资源，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同时，可以通过学习通 APP 发布

签到、作业，便于教师随时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学生签到、提问、

作业、学习进度，有效监控教学过程。同时，结合每次授课的专

业内容及思政元素，在平台上发布讨论任务，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到任务的讨论中。线上平台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登录平台，及时下

载资料，获取知识，按照教师布置的作业及讨论任务，按时提交、

按时做答、在线上与教师和同学良好的互动。

在传统的线下教学时，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专题嵌入”

方式讲授理论知识，在原来的教学内容下，嵌入特定的思政主题

或思政案例，从而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比如在讲授基本放大电路时，

将“内因”与三级管的载流子相类比，将“外因”与放大电路的

各极电压相类比，通过调整载流子浓度及各极电压的不动，得用

放大后的直观现象，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内因与外因相互影响的

辩证关系。学生通过线下课堂学习，通过思政案例的引入，促进

理论知识的消化和理解，并通过完成作业、仿真、撰写思政心得

等方式，更好地掌握知识，使线上线下教学具有连贯性，实现自

助式学习，从而提升融入思政后的教学效果。

四、完善教学考核方式

考核评价是教学实施效果的重要保障，相较于线下考核而言，

线上考核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创新性等特点，尤其引入思政元

素后，线上课程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因此，融入思政元素后要在

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多元化的思政教学

考核方案，不能完全照搬线下教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应当体现一

定的开放性、引导性，加强对教师线上课程的创新、实践给予正

向激励。

在选取考核内容时需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不同的知识点

融入了不同的思政元素，在考核时应以理论知识为载体，不能脱

离专业知识背景而只考核思政元素。二是确定考核形式，“电路

与电子技术”作为一本理论课，考核多以笔试为主，在考核专业

知识时，可以通过笔试主观题的形式考核元素，不需要额外单独

地进行思政考核。三是思政考核的题量和占比分布，整体的考核

仍以理论知识为主，思政考核可以占总分数的 10%-15%。

完善后的考核方式如下：总评成绩 = 期末成绩 *60%+ 过程考

核成绩 *20%+ 实验成绩 *10%+ 平时成绩 *10%。期中期末考核时

也可以选取一些具有思政元素的工程案例作为论述题、简答题等，

以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过程考核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

质，通过对思政内容设置考核点，考查学生对待事情的认知、做法、

态度、能力等方面，同时通过线上同步开展教师自评、学生评价、

互评等全方位的过程性评价。实验考核时除了提交实验报告，完

成实验操作外，还可以在实验报告中体现安全规范、工匠精神等

技能要点。平时成绩考核主要关注考勤、任务讨论、思政作业等

多元化考核要素，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考核方式更符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规律和特点，有利于新时

代人才全面发展教学模式的有效推广。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分析融入

思政元素的前提下，提出课程结合思政的教学目标、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使学生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感受课程思政的熏陶，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及人

格品质，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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