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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教学平台的课程思政元素库建设研究
——以“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为例

陈　姝　卢　麟　刘　杰　徐承龙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

摘要：本文主要依托“陆工在线”智慧教学平台，以“电

路分析基础”课程为例，对授课对象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顶

层设计出发，在梳理军兵种职业素养基础上，结合课程自身特

点，寻找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结合点，系统架构从理念层、

设计层、实现层和基础设施层四个层次，涵盖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品德修养培塑、专业精神培育、优良传统赓续四大模块的

思政元素库，并配置基于智慧教学平台的典型思政案例，设计

“如盐入水”“润物细无声”的思政元素融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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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院校建设的基础，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性支撑。课程

思政本质上是专业课程建设的一部分，并不是另起炉灶。相比

地方高校，军队院校的课程思政不是从“无”到“有”，而是

从“有”到“优”。如我校“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授课对象

主要为信息通信专业，因此在进行这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库建设

时，应充分体现出大学“厚德善工、精武强军”的校训内涵，

以及信息通信专业“忠诚无悔、传令无阻、英勇无畏、创新无

限”的兵种专业精神。

一、思政元素及思政元素库

当前，对于思政元素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根据课程组深入

研究，思政元素全称应为专业课程（即非思政课程）中的思想

政治元素。它是依附于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方

式等整个专业教学体系中蕴含着思政功能的教育元素。它的特

征是“如盐入水”“润物细无声”，即广泛渗透、隐性教育和

微言大义三大特点的统一。

广义渗透是指从存在形式上看，就像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

化学元素必须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一样，课程思政元素必须融于

教学之中；隐性教育是指从组织模式看，课程思政元素要尽量

少的去占用资源达到思政目标，比如在课堂上利用只言片语实

现“点金”功能，甚至是与专业课教学内容完全融合，不占用

一分一毫的课堂教学时间和资源；微言大义是指从运用方法看，

元素的运用讲究四两拨千斤，无声胜有声，难以察觉，也就是

学生是在接受专业教育的同时无意识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2-

3]。

从思政元素库建设的规范性、通用性和可评价性等方面

综合考虑，以元素的思政属性来对其进行分类。思政属性是

指元素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归属，主要包括政治观、

世界观、人生观、法治观、道德观、军人职业观等部分，如

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思政元素的思政属性分类

思政属性 内容

政治观

听党指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强军信念

坚定“四个自信”“五爱”

弘扬两个精神

世界观
提升利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分析、判断和解决

思想政治问题的能力，助推发现和创造能力

人生观

培塑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解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法治观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崇尚法制、依法带兵、依法履职、

依法办事

道德观

践行革命军人道德规范

社会公德

职业伦理道德

军 人 职 业

观

担当强军重任

赓续军兵种优良传统

培塑兵种和专业精神

二、建设思路及举措

总体思路是通过目标梳理、分层协同、并行推进、反馈优

化来进行建设。目标梳理是根据授课对象的人才培养目标中的

思政目标，结合兵种专业特色，梳理总体思政目标；分层协同

是指根据系统架构，建设完成不同思政模块，各模块之间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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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又匹配协同；并行推进是指将自下而上、分层建设课程

思政元素库；反馈优化是指专业思政元素库不是单个思政元素

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宏观指导、审核、避免重复、错漏和片

面，更需要一边实践、一边评价，形成迭代更新的机制。下面

将以“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为例来进行展开介绍。

（一）目标梳理

“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主要研究电路的基本规律及其分析

方法，开设于大学二年级，正是学员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的全

盛时期，同时也是学员人格品行发展、人生理想和目标形成的

关键时期。电路课程内容经典，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广

阔的工程应用背景，而且电路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

人类科学史中的 200 多年里，其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充满了科

学思想和哲学概念的进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员的专业

精神、品德修养。因此课程组将课程思政总目标侧重于“育全

人”，所谓“全人”是指完善发展的人，包括人的智能、情感、

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强调人格发展的平衡和谐、身心发展

的均衡、个体和外界的和谐。具体包括：

1. 引导学员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做红色传人，将个人

理想融入强军实践。

2. 培养工匠精神，形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开拓创新的

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

（二）分层协同

“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以对于思政目标的支撑度作为依据，

结合教学内容系统，架构涵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品德修养培

塑、专业精神培育、优良传统赓续四大模块的思政元素库，并

配置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政案例。

1. 品德修养培塑模块典型案例：世纪之争——交直流之争。

思政目标：引导学员明辨专业伦理，在利益驱使和外界诱

惑面前明辨是非，及时纠正错误，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

知识点：三相电路。

思政资源：在跨越世纪的关于直流电和交流电技术孰优孰

劣的激烈争论中，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以其卓越的技术优越性

最终在电力市场取得主导优势，谣言不攻自破。

挖掘途径：结合科技史和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科技失范和

错误科技判断。

融入方式：以史为鉴。

2. 专业精神培育模块典型案例：身残志坚的斯泰因梅茨。

思政目标：激发学员迎难而上、敢为人先、潜心钻研的科

学精神。

知识点：相量法。

思政资源：某位科学大家由于残疾从小备受欺辱，远走他

乡的他依靠顽强的意志、刻苦钻研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提出著

名的相量法，成为了一流电工学家，一生荣获 200 项专利。

挖掘途径：挖掘知识点的提出过程，结合科学大家的成长

成才经历。

融入方式：大师垂范。

3. 优良传统赓续模块典型案例：永不消逝的电波。

思政目标：传承红色基因，坚定革命信仰、凝结战斗精神。

知识点：并联谐振电路。

思政资源：并联谐振电路常用于军用电台的小信号调谐放

大器中，由军用电台迁移至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李白烈士潜伏在敌占区，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故事，教育

学员学习革命先烈精忠报国的忠诚信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和舍己忘我的奉献精神。

挖掘途径：将知识点与我党我军红色历史、战斗文化相结

合，引入红色故事，坚定革命信仰、凝结战斗精神。

融入方式：情境引入。

（三）并行推进

理念层：确立“立德树人、为战育人”作为课程思政总目标。

设计层：在明确思政目标后，系统梳理课程知识点，挖掘

内容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途径如下：

1. 将电路中的名词、概念和规则通过类比迁移到其他领域

中。

如针对“耦合电感”知识点，发掘耦合电感元件其电流同

时从同名端流入时的磁通相助现象，可与“以战领训、以训促

战、战训耦合”作类比。从而挖掘思政元素“军无习练，百不

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

2. 发现知识点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如针对“两类约束”知识点，将两类约束这一建立电路方

程的基本依据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经典表述相联

系，挖掘思政元素“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3. 查阅电路科技史和理论发展史上重大科技失范和错误科

技判断典型案例。

如针对“三相电路”知识点，查阅时代背景，发掘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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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空心思贬损交流电，最终谣言不攻自破，名誉尽损的反面案

例，挖掘思政元素“世纪之争——交直流之争”。

4. 查阅理论提出过程或相关科学家的成长成才经历。

如针对“相量法”知识点，查阅相量法的提出者斯泰因梅

茨克服先天残疾，依靠顽强意志成为一流电工学家的人生经历，

挖掘思政元素“身残志坚的斯泰因梅茨”。

5. 将知识点与我党我军红色历史、战斗文化、辉煌历程相

结合，引入红色故事。

如针对“并联谐振电路”知识点，将谐振电路的调谐与“半

部电台”监听敌方重要情报的红色故事相联系。

实现层：主要包括陆工在线指挥教学平台中的素材池，有

参考书籍、视频素材、网络素材、Mooc 资源等等；融入方式

主要包括名人名言、与时俱进、顺应迁移、顺水推舟、引经据

典、连类比事、以史为鉴、萃取升华、情境引入等方式。

基础设施层：包括陆工在线智慧教学平台、小组协作型智

慧教室、电工电子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和印刷与制版系统。

（四）反馈优化

思政元素的评价是课程思政元素库建设的指挥棒。表 2 给

出了课程思政元素的评价指标。

表 2　课程思政元素的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含义

思政目标

专业耦合度 与课程教学目标的耦合兼容程度

思政属性 思政属性与本课程地位相符，目标清晰准确

向心距离 核心目标的贴近程度

思政设计

融入方式 思政元素融入自然和谐

融入位置 思政元素在教学内容中的位置

思政增益 对专业教学的促进作用

思政实施

教学展现 思政设计的实施程度

思政表达 融入是否贴切，隐性教育程度

资源占用 教学资源的占用（时间、空间、素材）

思政效果

学情改善 实现政治思想同频共振

情感目标 情感目标内化于心

思政水平 挖掘专业知识背后的精神内涵

三、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专业课程思政的广泛性、渗透性和

隐性特征使课程思政的效果更加难以直观、客观、全面、公正

的观察和评价，课程思政的建设者们既要有迎难而上、只争朝

夕的工作态度，还要有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工作韧性，更要

有以身作则、静待花开的工作心态来对待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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