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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中电气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探索
——以《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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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关于高校立德树人的讲话精神和相关要求指导下，

我校加强了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要求。本文结合我校的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专业建设工作和《电气控制

与 PLC 应用》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中的经验，初步探讨了专业课

程思政案例挖掘和建设中的主要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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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将思政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这个要求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被

提出，为解决高校教学的根本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方法和指导。在 2019 年 3 月召开的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

层次挖掘思政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目标”等得

到了与会教师的共鸣。为加强学生的思政教育，更好地培养出厚

植家国情怀、能够担当时代使命的合格学生，我校出台了相关文件，

明确提出了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的要求。教务处及各院、各

系部多次组织交流研讨，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和强化专业课程中

的思政建设。在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设中，

相关专业课教师对核心专业课程从教学方法、思政教育案例等方

面进行改革和建设。本文结合《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的课程建

设与改革，介绍了我校在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和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挖掘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一、课程分析

（一）课程基本情况

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也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其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对电

气专业学生来说，掌握先进的 PLC 程序设计与应用技术既是走向

工作岗位的一项重要专业技能，也对将来从事系统集成、项目研

发或进一步学习深造有着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本课程的主要授课内容是工业中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和 PLC 的

编程与应用技术。要求学生在掌握电气控制中常用低压电器知识

和选型方法的基础上，学会基本电气控制线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能够完成实际工程项目中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对

典型 PLC 的结构、原理和编程方法进行学习，并以 S7-1200 为代表，

进一步学习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设计方法及应用技术，使用西门

子博途软件完成 PLC 硬件组态和程序设计。最终学生能够掌握使

用 PLC 进行系统设计的方法，能够使用 PLC 进行电气工程项目的

规范化设计，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课程思政目标

学生通过对《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

PLC 领域的技术，了解基本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引导学生重

视工程应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要求。同时更要让学生

了解科技兴国的重要性，培养爱国情怀，使学生发自内心的努力

学习和拓展专业知识，勇于创新，敢挑重担，冲锋在前，无私奉献，

报效祖国。

二、实施方案

（一）强化师德师能建设

作为教学环节的实施者，教师在思政建设与课程改革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打铁需要自身硬，首先要在“讲政治、有情怀、

视野广、人格正”的授课教师团队中树立课程思政教育的理念，

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做好表率，然后充分利用自身的智慧、

阅历、知识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另外，专业课教师正确认识思政教育后，可以更加充分发

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力军作用，承担起思政育人的责任，达

成思政育人目标。

（二）选用优秀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教材是教育的基本遵循，好的教材相当于思政教育的引导地

图，是学生学习知识、传承文化与价值观的指南，对学生具有非

常重要的引导作用。要严格加强课程教材和教辅参考资料的管理，

确保选用体现国家意志的优秀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

除了教师直接参与的线下授课环节，在学校的优慕课、雨课

堂等线上平台，发布思政教育相关的资料，如《我和我的祖国》《理

想照耀中国》等影视作品的网络链接，加强对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勇于担当时代使命的教育。再如《大国重器》《超级装备》等纪

录片的网络链接，使学生了解国家常规工业整体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工匠精神。

（四）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

教师在教学设计和内容组织中，要注重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

的深度融合，通过设计和引进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教学案例和工

程案例，从而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实施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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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通过合理的切入点，融入教学案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与授

课内容可无缝衔接，而不是突兀地为讲思政而讲思政。另外要尽

可能采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如观看视频、课堂探究、项目实

践等，通过调动学生自主的感受、认同，悄然完成对学生的思政

教育。教师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关联点，

才能更好地完成思政教育，下面是我校在《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

中的几个典型案例。

案例 1：讲授电机控制线路设计的电机正反转控制，以国旗

的自动升降为例，讲授如何进行电机正反转自动控制，同时联系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前夜》里讲述的故事，让同学们感受

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自动升起的这一历史瞬间的非凡意义。在五

星红旗顺利升起的背后是工程师们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

是这群争分夺秒的电气工程工程师克服了重重困难，用科学知识

和满腔的爱国热血默默地保障着大典的顺利进行。通过授课案例，

将坚毅的精神、科学的态度以及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学生。另外，

在 PLC 控制电机的教学案例中，还可以设计“升国旗、奏国歌”

的案例，将与国旗和国歌相关的爱国教育与课程知识深度融合，

使学生在接受爱国教育的同时可以更好掌握课程知识。

案例 2：在课程实验“十字路口交通灯”的实验室操作实验中，

结合学生对系统调试和故障排查的切身体验，如系统控制线路设

计和连接、数码管倒计时显示、人行道优先等功能调试实现，引

导学生戒骄戒躁、沉稳踏实、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案例 3：设计小组闯关题目时，结合电气控制设计规范，为

学生提供工程应用案例中的规范化设计图纸和非标化设计图纸，

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后总结陈述不同图纸设计的优缺点。在翻转课

程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努力，

梳理结论。从而引导学生基本执行相关规范和标准的意识，培养

学生的团队意识、语言表达能力等，无形之中，也将严谨认真务

实的工作态度传播到学生的心中。

（五）重视实践环节的思政教育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实施

思政教育过程中，不能忽视实践相关教学环节的教育作用，积极

从工匠精神、职业操守、设计规范、操作安全等诸多方面对学生

加强思政教育。下面列举几个典型例子。

案例 1：在 PLC 综合工程训练中，引入在基建中工程机械的

典型控制和应用案例，让学生了解我国北斗系统驰援武汉火神山

和雷神山建设的原理和方法。在进行技术训练的同时，引领学生

学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自主创新、开放

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新时代的“北斗精神”内涵，让学

生树立以国为重的核心价值观。

案例 2：带领学生分阶段参观校企合作研发项目的设计和调

试现场，如饮料灌装生产线，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学习项目研发的

过程，如解决方案设计、电路图纸设计、项目实施与功能实现、

项目调试、项目总结与验收等环节，让学生更真切地体会到理论

是如何指导实践，实践又是怎样检验理论的，同时引导学生在团

队协作的基础上，时刻牢记遵守设计规范和职业道德。

案例 3：通过实地参观校外数控机床企业现场，如汽车模具

铣床加工车间，了解数控机床的基本工作原理、精度要求及设计

规范，体会安全设计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铭记作为设计及操作

人员应有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同时联系数控机床伺服电机位

置控制的控制精度对加工工件的精度影响，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表象，深究根源，强调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敢于

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三、结语

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进行有机结合，德育与智育相统一，

传道授业解惑与育人育才相统一，能够真正做到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课程思政建设，要强化理念认知升级，强化师德师能建设，

强化典型经验推广交流。通过深度挖掘思政案例，在教学中增加

和突出思政色彩，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团队精神、

新时代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责任意识、安全意识等思政教育要

点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通过课程内容与思政教学案例的深度

融合，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完成知识传授，还能进一步更

好地达到“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杨玉泉 . 关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几点认识 [J]. 北京政法职业

学院学报，2019（04）：109-112.

[2] 课程思政建设要充分发挥教师作用 [N]. 光明日报，2020-

06-16（15）.

[3] 成慧翔，马艳娥，韩海豹 .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

校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以我校现代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 课程

为例 [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1（09）：55-57+62.

[4] 王常顺，潘为刚，张广渊等 .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

校电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J]. 科技风，2020（20）：43-44.

基金项目：

山 东 省 教 学 研 究 与 改 革 面 上 项 目， 项 目 名 称： 创 新 创

业教育引领的智能制造产业链相关专业实践体系构建与实践

（M2020045）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电类学科专业基础课课

程群建设研究（M2020083）。

山东交通学院教研教改项目，项目名称：新工科背景下基于

OBE-CDIO 理念的电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探讨（2019YB28）

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背景下《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教学方法探

索与实践（2021XJYB83）。

作者简介：张煌（1983-），女，汉族，山东高密人，硕士，

讲师，从事 PLC 控制、计算机控制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