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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范肖肖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轮机电气与智能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0）

摘要：本文针对高职院校《电机应用技术》这门专业基础课程，

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四个方面进行课

程思政改革探索，将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把课程思

政融入专业课教学全过程，为理工科类其他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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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下，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受

到广泛重视，所谓的课程思政，即把握住课堂教学这一途径，不

仅通过思政课，还要在其他各门课程中融合思政元素，来实现教

育的根本目标。基于当下的背景，如何充分挖掘与利用专业课中

的思政落脚点，怎样把思想政治教育与高等院校的专业课深度结

合，真正打造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格局，真正彰显立德树

人在首位的教育使命，成为当前深化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任

务。因此本文针对高职院校《电机应用技术》这门课程，探索课

程思政的融入路径。

一、电机应用技术课程特点

《电机应用技术》在高等职业院校中普遍开设，属于专业性

强、难度大的工科类课程，修习该门课的高职类专业主要涉及到

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港口机械等，学习者中普遍存在注重

掌握技术技能、缺乏社会情怀的现象，因此在《电机应用技术》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迫切需要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担当，《电

机应用技术》对于高职院校工科类专业的育人目标特别是职业能

力素养、职业道德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机应用技术》课程以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的电机和电力

拖动系统为重点，立足于实际工程需要，在学习完本门课程之后，

让学生能够熟悉常用的电力电气生产设备（例如变压器、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控制电机等）的内部构造，明白电机设备“为何能工作”

及“如何使用”等问题，并能够进行常见故障的分析判断及拆装

维护。

二、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电机应用技术》这门课程的理论性、逻辑性较强，难度较

大，怎样在这门典型的专业课程中寻找课程思政着力点，达到与

思政深度结合的目标呢？在紧扣专业知识点的基础上，可以从课

程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与改进等 4 个方面探索，下

图 1 为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建设示意图。

图 1　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建设

（一）融课程思政于课程目标

建设专业课程思政的首要问题是明确专业课程目标，使得专

业课程目标与思政课程的目标融合一致，发挥专业课隐形思政教

育的功能。结合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根据《电机应

用技术》实际课程内容，选取并明确其思政目标。

在《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中，针对当前社会背

景下学生普遍存在的注重技能但价值观、社会情怀缺失的现状进

行分析，本课程通过理实一体化授课夯实基础知识点，在学习中

一步步培育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并培养创新思

维；重点引导其树立健康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其具备积极

进取、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奉献精神和团

队精神；同时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体魄和人文素养；具

备优秀的职业道德，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工艺流程，树立安全意识。

（二）优化教学设计

在高职院校专业课上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核心在于立德树人，

即在技能培育与知识传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成价值观塑造。

本文在开展《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建设中，针对“电机的基

本原理”“典型应用场景”“工作特性”等相关内容展开，优化

课程教学设计，通过工业生产现场的案例和小组实训项目，潜移

默化融入思政要点，逐步实现思政教学目标。本文针对电气自动

化专业“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教学设计见表一。

表 1　《电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主要章节 课程内容 课程思政元素

1. 变压器 1.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结构

2. 变压器的运行原理

3. 变压器的参数测定

4. 三相变压器

5. 其他用途变压器

1. 在课堂中讲好中国故事：通过火神山医院装设的 14600 千伏安变压器保障医

院用电的实事案例，激发学生家国一体的爱国情，激励他们立志投身国家需要。

2. 从国家智能电网建设现状与规划，引入电力发展新技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素养，养成节能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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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相异步

电机及电力

拖动

1. 三相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结构

2. 运行原理与工作特性

3. 三相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

4. 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动、调速、制动

5. 运行维护与故障分析

1. 根据工业生产应用场景，通过不同的启动、调速、制动方式，引导学生认

识事物的独立性、闪光点、不足之处，融入辩证主义思想，同时由物引申于人，

一旦找准位置就能发光发热。

2. 循序渐进引导实验实训项目，锻炼学生自主探索、团队合作能力，强调安

全意识和规范意识。

3. 单相异步

电机

1. 单相异步电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2. 调速与正反转

结合风扇、洗衣机等实际生活应用，培养沉着冷静、坐得住冷板凳、自主观

察探究的科学精神。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应用，贯彻知行合一理念。

4. 同步电机 1. 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与结构

2. 同步电机的 V 型曲线与功率调节

3. 同步发电机特性

通过同步发电机的并联使用，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学会立足整体，认

识“群”和“己”，具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

5. 直流电机 1. 直流电机的原理与结构

2. 直流电机的基本方程

3. 直流电机的工作特性与机械特性

4. 直流电机的启动、调速、制动

引入案例对比电动汽车特斯拉、比亚迪等汽车行业领域使用的电机品牌，横

向比较本专业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激发其爱国精神与学习斗志，立志利

用自身所学专业知识，书写使命担当。

6. 特种电机 介绍常见的特种电机及其应用 介绍电机发展的艰辛历程，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精神。

（三）优化课程教学方法

为保障课程思政的有效开展，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作为引

导者的重要身份，应该加强课程思政育人理念，摒弃传统填鸭式

教学方法，深入思考，从课堂的各个环节突破，将专业知识与价

值引领有机融合，在课堂中实现教书与育人的双重职责。

基于课程目标和课程设计，应该充分整合优质在线学习资源，

开展混合式教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强课前的引导，例如利

用“智慧职教”“雨课堂”等在线学习平台，提前发布与新学知

识点相关的案例，注重引发学生思考和共鸣，产生自主学习意识，

未雨绸缪，埋下伏笔。课中通过创设教学情境、小组讨论探究、

企业导师走进课堂等多种教学方式，注重学生思维和能力培养，

鼓励自主探索和小组协作，让学生在教学中能够润物无声地形成

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综素养。课后充分利用线

上讨论环节，布置贴近学生、贴近时代的拓展任务，将课堂上的

学生兴趣延伸到课后，鼓励学生自主探索真理，强化职业意识，

巩固思政成果。从而打造课程思政第一课堂，实现全课程育人。

（四）改进教学评价

在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以期末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考

核评价只能片面反映出学习者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水平，但是无法

反映思政育人的整体效果，因此原有的期末考试为主的评价机制

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

新的评价考核体系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适当增加过程性

考核指标，不仅能反映学生专业学习的效果，也要能反映学生思

政目标的达成度，可以结合课堂汇报与展示、小组互评打分、拓

展创新作业加权、实验实操考核等多种形式，反映学生对职业素养、

专业操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认知和践行情况，验证

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的实践路径的可行性。

三、结语

“课程思政”作为一项回归育人本质、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

改革，具备重要现实意义，这里专业课程是“大思政”教育课程

体系中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从 4 个方面探讨了《电

机应用技术》课程思政改革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初

具成效，为后续理工科类专科课程中课程思政的开发奠定了相应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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