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工程 

 86 

工程技术与发展

理工科院校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践-以《高电压技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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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理工科院校“三全育人”的中心理念，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高电压技术》课程为例，从政治、品德、专业等九个方面
素质对课程思政素材进行深入挖掘与提炼，形成有效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方案，对理工科院校课程思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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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作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育人阵地，如何打破专业知识与课
程思政间的信息壁垒，是理工科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1]。专业
课程以其逻辑性强、体系严谨、抽象复杂为特征[2]，在与思政课程
形成协同效应的教学过程中，需在找准思政元素落脚点和把握力度
融合性上下功夫[3]。新疆工程学院是新疆唯一一所公办工科类本科
院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固疆兴边服
务”的总要求，学校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本文以《高电压技术》课程为主，深入挖掘各教学环节中的思政素
材，从政治、品德、专业、人文、审美、劳动、身心、职业和发展
性素质进行教学设计与实践，达到弘扬爱国爱疆的家国情怀、培育
专业扎实的职业素养、树立全面发展的多元视角的教学目标。 

2 课程思政思路 
通过对当前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

析，制定满足人才素质要求的培养方案，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大纲，
建立顶层规划的指导机制。从教师、学生、教案、课件、教学方法、
课后作业等多个维度明确思政教育落脚点与目标，形成从优化教学
顶层设计、贯穿教学全部要素和实现教学效果提升三个层次为抓
手，逐项提炼出课程思政的核心要点，从而完善各环节的思政建设。 
3 课程思政关键要点 
3.1 以夯实思政素材为基础，拓展课程思政维度 

本文结合《高电压技术》课程要点，从课程设计、专业知识点、
思政内容设计和思政落脚点进行全面梳理和设计，详见表 1. 

表 1 课程思政设计内容及思政落脚点 
课程内容 思政内容设计 思政落脚点 

1、高电压技术的应用原理和
发展历程 

1、结合《超级工程》等纪录片，介绍从新疆至安徽的±11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
讲解国家“疆电外送”的发展战略，激励学生要紧追时代潮流，利用新疆的地缘
优势，做好职业发展规划。 

1、政治素质 
2、品德素质 
3、职业素质 

1、气体中带电质点的产生与
消失 
2、均匀电场小气隙和大气隙
的放电 
3、不均匀电场气隙的击穿等 

1、带电质点可与辩证唯物主义中量变引起质变的观点相结合讨论。 
2、不均匀电场的击穿可与我国儒家经典“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相结合。 
3、冲击电压与辩证唯物主义中“运动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相结合，说明 U50%
的含义。 

1、发展素质 
2、人文素质 
3、专业素质 

1、电介质的极化、电导、损
耗、老化 
2、液体电介质的击穿特性 

1、由电介质的极化到老化的四个发展过程，强调了物质的客观属性。 
2、在讲述变压器油的绝缘特性时，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查
规程、查标准的工作思维。 

1、发展素质 
2、政治素质 
3、劳动素质 

1、均匀无损单导线的波过程 
2、行波的折射和反射 

1、以纪录片为引导，对电磁波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介绍，向学生展示科技改变生
活的重大突破，再延伸至大国竞争，结合美国对华为的封锁与限制，引导学生树
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1、政治素质 
2、专业素质 
3、品德素质 
4、发展素质 

1、雷电及其参数 
2、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器 

1、通过展示由于雷电引起的火灾或电力事故，结合澳大利亚山火持续不断对气
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向学生们传达敬畏自然的意识，倡导学生要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 
2、引入我国古建筑中“雷公柱”的设计，引导学生了解古人在建筑避雷上的智
慧，弘扬中华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自信。 

1、政治素质 
2、品德素质 
3、人文素质 

 

1、输电线路的感应雷过电压
等 

1、采用纪录片资源，围绕“一带一路”中电力建设战略，向学生展示我国在周
边国家的电力建设的情况，树立强烈的家国情怀，鼓励学生要有积极进取的学习
态度和多元发展的国际视角。 

1、政治素质 
2、专业素质 
3、职业素质 

1、工频过电压、谐振过电压
和操作过电压 

1、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分析法，针对电力系统内部形式多样的过电压机
制进行分析，指导学生认识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推动着事物的发展。 

 

1、专业素质 
2、职业素质 
3、发展素质 

3.2 以创新教学方法为途径，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对是否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和认同缺

乏真实有效的判断，因此易采取启发式、探讨式、情景式、案例式
等教学方法，以尊重学生、倾听学生的教学态度，引用实际案例展
开讨论，恰当合适地融入课程思政。 
3.3 以完善评价体系为核心，促进学生主动探索 

良好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激发学生敢想敢说、勇于探索的学习热
情，采取科学合理的评分体系，提高课堂表现成绩占比，旨在引导
学生由被动式机械背诵向主动式思考进行转换。 
4 课程思政效果 

通过《高电压技术》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践，促进学生在夯实

理论基础、提升职业能力和深化思想培育等方面均有所成效，然而
还需要进行优化设计、验证思考与完善提升，从而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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