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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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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技术》是理工科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文充分展示了本课程的资源建设情况，深入挖掘了该课程的课程思政点，

结合教学团队的实际教学经验，总结了如何以课程内容为抓手、开展“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教育工作，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对

实际教学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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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在全国高校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要“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了完成

这一使命，职业教育也必须做到人人育人、时时育人、门门课育人。《电

子技术》作为专业课的先修课程，因其面向范围广、对学生行为习

惯的塑造影响深、是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奠基石，因此坚决落实好

专业基础课的课堂思政工作尤为重要。目前，已有很多电类课程在

课堂思政的道路上做出了探索，主要包括三个方向，（1）建设课堂

思政思路的探究，从宏观上明确需要培养教师的育人理念和育人能

力、建立健全课堂思政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2）如何促进在课堂

实施的全过程有效融入思政，达到育人目的的讨论，讨论了如何利

用网络资源实现课前思政、课堂实施过程中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促进

思政课堂立体化、引导学生课后在生活中落实所学，强化思想观念，

优化行为习惯；（3）在挖掘课程思政点、梳理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思

政渗透思路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开辟了可行的

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本文将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

的建设路径、课程思政点、创新点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

（一）修订课程标准，对标“立德树人”总目标

《电子技术》是所有电类课程的基础，是多数理工科类专业

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高等职业教育的第一年完成授课，其

授课方式主要包括理论讲授与电路实操相结合的理实一体化教学

模式，往往因其工科性强、对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力度大，是学生

后期学习的支柱，也是打造学生创作力的基石，更是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电子竞赛的内驱力，因而备受各个专业的重视，也深受学

生的喜爱。我们团队针对不同专业，参考其培养方案而有目的地

修订课程标准。以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动车组检修专业，在

其培养方案的目标中，就有一条“本专业培养主要面向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企业的动车组检修和运用部门一线岗位，具有高职文

化素养和职业道德、敬业爱岗、开拓创新与团队协作精神的人”，

我们将课程内容有机地与“城轨交通、动车检修”相融合，更加

强调如何在理论课、实作课上打磨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并且把“职业素养、协作质量”作为考核点，

纳入到学生成绩，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个人素质的培养。

（二）建设线上线下资源，打造优质课程

我们团队近三年来，积极打造了丰富的线上线下资源建设，

完成了 50 余个线上教学视频的建设，每个教学视频都是精心打磨，

从真实的生活场景或岗位场景引入，启发学生思考并引出解决问

题的手段，再介绍背后的知识点，层层递进，而非传统的知识点

讲授，受到了学生的好评。对于一些实用性特别强的知识点，我

们集中精力设计成精品微课参加微课比赛并获奖。线下教学资源

的建设，主要包括新版教材的开发、让学生可以扫码就可以关联

到相关知识点的线上视频资源；开展校级电子设计大赛并收集学

生的电路设计作品，鼓励创新性强大作品申请专利。

（三）提升教学团队的课程思政能力

本教学团队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各级各类课程思政课题、不断

加强教师参与专题培训，使得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的意识提升，教

师建设课程思政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本团队已经完成了《电工基础》

课程思政改革课题的立项并结题、取得了《电子技术》课程思政

改革课题的立项。

二、电工电子技术的课程思政点

本团队针对《电子技术》这门课程，深入挖掘了课程思政点，

并针对不同的思政点，给出了相应的案例或结合传统文化提炼出

一个或几个素质目标，详情如下表所示。

教学内容及相应思政点 可用案例或传统美德

滤波
电路

去除噪声，留下
目标波

去除杂染，
坚守初心

1. 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风清气
正，谢绝美国利益诱惑，为祖
国和人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 任正非在艰苦的时期，没有
卖掉企业，并立志让中国在高
端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即

便爱女被绑，也不改初心。

多级
放大
电路

逐级放大，不容
有误

1. 勿以善
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

而为之
2. 文化、
美德传承

1. 每天为这个世界做些“举手
之劳，成人之美”，“与人方
便、给人希望”，“做好事、
说好话、存好心”，日行一善，

渐修己德。
2. 小的过失及时修补，否则终
将酿成大祸，如“甬温线事故”
3. 传承古圣先贤的美德、弘扬
祖辈、父辈传统文化，立志报

国。

功率
放大

形式的变革、能
量的转换

1. 寻找生
命的来源
2. 确立人

生价值

1. 知恩、念恩、报恩，厚德载
物

2.“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信号
反馈

1. 正反馈：增大
信号

2. 负反馈：虽然
降低了电压增益，
但是提高电路的
稳定性、改善电

路失真

1. 激发正
能量

2. 利弊权
衡、有失

有得

1.“学雷锋”活动，让整个社
会积极向上、愈发有生命力、

创造力
2. 人生得失是常态，如何把握
全局、权衡利弊、什么才是取
舍的内因，都是人生的课题。

逻辑
函数
化简

函数化简意味着
电路精简

大道至简 1. 断舍离
2.less is more

3．追名逐利徒增烦恼， 忘己
利他成就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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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
编码

器

优先响应优先级
别最高的信号

根据事情
的轻重缓
急作出不
同的响应

1. 抓主要矛盾。当琐事缠身，
要优先做最主要的事情

2. 生命中，有人追逐“洒脱”，
有人痴迷享乐，有人奢求名利，
有人默默耕耘、无私守候。什
么是你最想要的状态，你最想

谱写什么样的生命之歌？

异步
计数

器

触发器的异步协
作，低位触发器
的输出是高位触
发器的时钟脉冲

与人协作 社会是一个大团体，我们每个
人都有价值，每一个人都会影
响别人，所以，要善于合作，
能够利益别人的、爱护别人的
人，用善行触动他人的善心，

用大爱触发美好未来

三、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创新点

（一）鼓励学生描述所学所感，寻找触动心灵的思政点。

本课程在开展的过程中，就所涉及到的知识点、思政点，鼓

励学生发散思维，将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自身的所思所想或往圣

先贤的模范典故，或当下热点案例，用文字、视频、照片、讲述

等方式描绘，不仅仅有助于积累更接近学生年龄段的思政切入点，

更加有利于将高尚的传统美德、精神文化，在学生的心灵上落地

生根，让教与学更加的立体和饱满。例如，我们在学习到“多级

放大”这一知识点时，谈到“文化传承、精神效仿，让中华美德

发扬光大”，一位学生举例，“家风传承”，家风正，则可千秋

万代，如孔夫子的教诲传承，历经千年不断，而一般人家，三两

代便衰败。而又有学生从另外的角度分析“多级放大”，也许“小

人物、平凡人”能力有限，不能作为“放大担当”，但是“小人

物也有大作为”，可以作为“拿取信号和驱动负载的第一级和最

后一级”，所以，人不宜妄自菲薄，任何人都应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极大地鼓励了学

生的自信心。

我们对于学生展示出来的思政点，及时地鼓励、表扬、并予

以一定的平时分加分，不仅仅调动了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

更大程度的培养了学生不断思索、互相分享、广泛求证、充分阅

读的习惯，除了知识与技能，学生更是获得了精神滋养。

（二）目标等级分为个人基础题、小组加分题、团队挑战题

因为学生知识储备量和基础综合素质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所以针对每节课的内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分为个人基础

题、小组加分题、团队挑战题，每位同学、每个小组团队都可以

根据自己当前的情况、了解程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目标去完成，

当然，一般来讲，所选择的目标越高阶，完成度越好，小组、团

队成员之间互相的配合度、满意度越高，所获得的额外加分越高。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小组与小组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存在默默

地竞争，把传统教学中，个人之间的较量，转变成团队之间的竞争，

使得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参与度、小团队荣誉感，而且这种竞争，

往往是良性的，充满趣味性，赢了皆大欢喜，输了彼此拍拍肩膀、

一笑而过。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好的团队精神、使得

学生学会面对成败泰然处之的豁达胸怀。

（三）给基础薄弱的孩子多一些等待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基础薄弱的孩子往往更加容易否

定自己、容易轻易放弃。针对这类孩子，我们教学团队通过实践

发现，当我们稍微降低一些要求，帮助学生找到自信之后，让学

生体验到，原来可以通过慢慢的积累、不断地锻炼，轻轻松松的

达到平均水平，学习这件事情可以是轻松和快乐的。我们有一个

实际教学案例，课堂上，教师提问某位同学，同学回答“不会”，

我们这位教师既没有指责“你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

也没有放纵说“好的，我们请下一位同学”，而是说“在学习的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恭喜你，说明你在成长的

过程中”，这样一说，孩子也会觉得没有在课堂上丢面子，接着，

老师问道“那么这道题，我来帮你回答一下，下一题，你再尝试

一下给出你的思路好吗？”，孩子回答“可以”。当孩子愿意迈

出第一步，似然就有了学习的动力。等到下一题的时候，孩子虽

然并没有完全答对，但是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个时候，

我们这位教师并不是直接解题，而是抓住了一个表扬孩子的机会，

赞叹他这么快就有了想法，并勇于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讲述他，说

明他是一个勤于思考、敢于尝试的孩子，这是新一代青年身上很

重要的品质，有了重要的品质，比单有知识、空有技能更重要。

（四）让每一位孩子都闪闪发光

抓住每一个机会，让每一位孩子都闪闪发光。遇到一些需要

讲解的难题，或者可能会有多种解题思路的题目，我们会同时请 2-4

位同学到讲台上给大家讲解不同的思路，每一位上台的孩子，我

们都会有额外的加分奖励，并获得掌声，往往大家都抢着上台展

示自己，上台的孩子，也会表现出喜悦和自豪。偶尔，我们也会

点名请同学上台，如果遇到不会解题的同学，我们允许他们寻求“场

外助援”，每一次，都让孩子们在成功的体验中结束分享。

（五）打造趣味课堂

在学到一些特别的知识点的时候，我们会用游戏的形式，让

学生加深认知。如“多级放大电路”的零点漂移问题，我们就设

计了“后背写字”的游戏，让学生体验到“第一级放大电路的零

点漂移”会导致大问题，因而，第一级必须使用“差分放大电路”。

又如，在设计“抢答器”实验，我们将学生分组，利用他们自制

的抢答器，玩诗词背诵的游戏。在学习“计数器”，让学生静下

心来，体验 5 分钟，感受时间静止的宁静、经验内心思想的此起

彼伏、最终达到安宁的状态。

（六）教赛融通，课堂更具有挑战性

一般在实验的课堂上，我们会给出不同的设计题目，一般分

为基础题、进阶题、挑战题。我们会讲往年的电子设计大赛的题

目放到进阶题和挑战题中，供学生选择，每个组别的同学，自行

商讨所选题目、所设计电路，最终呈现设计成果。我们以往的经

验是，学生基本不满足于基础题，往往会选择进阶和挑战题，学

生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他们都非常自豪，觉得自己

可以完成高难度的设计了。当然，我们也允许学生课堂完成不了，

课后继续完成。挑战题最终完成不了全部，也可以降档继续完成。

当要求富有弹性，孩子更加勇于尝试、乐于挑战。

四、总结

本文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课程思政点、创

新点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结合自己教学团队的教学经验，

给出了关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具体可行的教学办法。优化课

堂教学、给学生更优质的陪伴，我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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