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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课程思政在电工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赵　月　苏　航　赵凤强　赵秀春

（大连民族大学，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

大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保障。高校教师要全面贯彻课程思政理念，

让思政教育和专业课教学同向而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电工

技术》教师要深挖教材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把职业技能、思

政教育和职业道德培育融为一体，开发特色思政教育案例，弘扬

新时期劳模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陶冶学生道德素养，把

工匠精神融入实训教学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开拓进取和爱岗

敬业精神，全面提升《电工技术》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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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以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为核心，倡导把各类课

程和思政教育融为一体，打造协同育人新格局，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电工技术》是高校机械类专业的必修课，蕴含了丰富的思政教

育元素，教师要用好这些素材，把思政教育和知识点衔接起来，

让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积极渗透课程

思政理念，搜集机械行业大国工匠事迹，为学生树立良好职业榜

样，运用混合式教学搭建课程思政教学平台，把思政教育延伸到

课下指导中，营造浓郁的思政教育氛围，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实现课程教学和课程思政教育的双赢。

一、高校《电工技术》课程思政教育现状

（一）部分教师不太重视思政教育

部分《电工技术》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知识点讲解、实训教

学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指导上，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导致思政

教育在《电子技术》课堂上处于边缘地位，不利于培养学生职业

道德素养。例如教师重点讲解电路理论与设计、电路定理分析和

电工电子技术，忽略了在理论课中渗透思政教育，在实训教学中

只是规范学生操作步骤，忽略了过程性引导，导致学生只是机械

模仿教师操作，不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这反映出《电

子技术》课程思政教育的缺失。

（二）对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

《电工技术》教材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但是很多教师

只是站在专业角度讲解知识点，忽略了运用知识点开展思政教

育，这种教学方式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例如教师只是单纯讲

解电路理论、电路定理和电力工程相关知识点，侧重讲解电路

设计、安全用电等专业知识，没有带领学生了解电学科学家科

研故事，不利于培养学生科研精神，也忽略了介绍我国电网事

业取得的成果、基层电力工人职业精神，没有发挥出课程育人

优势。

（三）思政教育渗透路径比较单一

部分教师虽然意识到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思政教育

渠道比较单一，主要以口头讲授职业道德、家国情怀为主，忽略

了运用项目式教学、混合式教学和实训教学渗透思政教育，单一

的思政渗透方式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例如教师在线上教学中

忙于讲解电路定理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忽略了搜集国家电网相

关时政新闻，没有弘扬基层电力工人坚守偏远山村，维护高压电

网安全的奉献精神，导致线上教学缺少“人情味”，教学效果不

太理想。

（四）思政教育没有延伸到实训教学中

教师在实训教学中，更侧重规范学生电路连接方式、电子仪

器操作步骤和电路设计流程，针对电工操作规范对学生进行评价，

忽略了评价学生学习态度和团队精神，也忽略了在实训教学中渗

透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教育。例如教师在正弦交流电路教学中，

更侧重讲解电路设计和连接方式，忽略了讲解电工职业道德规范，

例如爱岗敬业、安全用电、规范作业等职业道德素养。很多学生

缺乏吃苦耐劳和科研精神，在电工技术实训中很少主动探究，也

不愿意前往基层电力企业就业，职业认同感比较低。

二、课程思政对《电工技术》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课程思政督促高校《电工技术》教师全面分析教材，挖掘其

中蕴含的思政素材，让思政教育与电工技术教学同向而行，丰富

教学内容，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和学习兴趣。首先，教师可以运用

课程思政激活课堂，讲解安培、福特和爱迪生等科学家故事，让

复杂的电力基础和电路定理变得趣味化，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其次，

教师可以运用课程思政拓展实训教学内容，运用微课展示职业技

能大赛视频，展现优秀选手精湛操作和创新精神，为学生树立学

习榜样，激励他们积极学习职业技能大赛展示、参与职业技能大赛，

全面提升《电工技术》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课程思政可以督促教师重视职业道德教育，让他们把劳模精

神、工匠精神等融入教学中，培养学生职业认同感和良好职业道

德素养。例如教师可以讲解电力行业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先进下

事迹，弘扬这些时代楷模精湛专业技能、崇高职业道德素养，为

学生树立良好职业道德榜样，端正他们的就业观和人生观。此外，

教师还可以搜集电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素材，例如电工证、

电气工程师资格证，把岗位技能和教学衔接起来，培养学生吃苦

耐劳、敢于挑战和勇于拼搏的精神，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三）有利于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摇篮，不仅要抓好文化课、专

业课教学，还要抓好学生德育教育，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培养德

才兼备的青年人才，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首先，学校要组

织机械类专业教师学习课程思政理念，让他们观看课程思政相关

讲座，鼓励他们把课程思政融入教学中，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

其次，学校可以成立名师工作室，组织机械类专业教师开发课程

思政新教材、教学案例，构建课程思政教育信息化平台，进一步

提升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四）有利于满足企业电力人才需求

随着我国电力事业和机械制造业飞速发展，电力人才需求越

来越旺盛，高校要抓住这一机遇，围绕电力行业岗位技能开展教学，

做好岗位技能和专业课教学衔接，不断完善《电工技术》课程教

学内容，提升学生岗位胜任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对高校毕业生满

意度，《电工技术》教师要积极了解就业信息，把电工岗位技能

融入教学中，积极组织项目化教学，鼓励学生自主探究 RLC 元件

特征、RLC 串并联电路设计等技能，规范他们的操作步骤，全面

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其未来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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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在高校《电工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转变个人教学理念，贯彻课程思政理念

高校《电工技术》教师要提升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积极学习

课程思政理念，提升个人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素养，为学生树立

良好榜样。首先，教师可以搜集线上教学平台资源，例如《电工

技术》课程思政建设案例、名师课程思政建设讲座等，借鉴其中

优秀教学经验，把课程思政融入《电工技术》教学中。例如教师

可以观看优秀高校机械类专业《电工技术》教学视频，分析名师

在教学中融入了哪些思政元素、如何把工匠精神和电工技术知识

点衔接起来等，借鉴他们的教学经验，并把优秀案例融入教学中，

提升个人教学能力。教师可以制作课程思政教育案例，介绍法拉第、

安培和伏特等科学家生平事迹，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渗透科研

教育，培养学生严谨求实、大胆质疑和科学论证的科学精神。其次，

教师要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以“四有好教师”为标准，践行教育初心，

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目标，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中。例如

教师要秉持终身学习理念，不断锤炼自己的实践操作水平，向学

生展示精湛的电路设计、电流定理运算和电气工程设计等技能，

运用出色的教学能力、精湛的实践操作能力赢得学生认可。此外，

教师还要积极考取电力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并把职业技能考试内

容融入教学中，为学生讲解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内容，让学生提前

熟悉职业技能考试内容，帮助学生顺利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发挥课程思政育人优势。

（二）深挖课程思政元素，营造思政教育氛围

教师要挖掘《电工技术》教材中蕴含的课程思政素材，让学

生潜移默化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让他

们全身心投入学习中。例如教师在讲解基尔霍夫定律相关知识时，

可以运用微课介绍基尔霍夫发现热辐射定律、推理绝对黑体的过

程，让学生了解这位伟大物理学家敢于挑战、百折不挠、不怕失

败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激励学生积极探究、自主创新。基尔

霍夫对物体与电磁波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研究了在特殊温度下，

材料吸收系数与辐射电磁波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吸收系数越大的

材料，其辐射电磁波的能力也越强，这种变化只受物体波长与温

度的影响，这一理论促进了量子力学的发展。此外，教师还可以

介绍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过程，引导学生探究法拉第电磁感应

定律，以及这一定理在继电器中的使用。教师可以布置小组探究

任务，让学生探究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分析继电器结构，让他

们提交一份小组探究报告。各个小组可以运用互联网研究法拉第

电磁感应在机电设备中的运用，感受科学家开拓创新、永不言弃

的精神，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科学推理精神。

（三）开发思政教育案例，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电工技术》教师要积极开发课外素材，自主搜集课程思政

案例，构建特色教育案例库，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落实课程思

政教育理念。首先，教师可以搜集国家电网相关新闻，介绍高压

变电站原理、高压线架设和电力传输等原理，运用视频展现电力

工人在偏远山区架设高压线路，在雨雪天气保障电力供应，赞美

电力工人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弘扬新时期劳模精神。思政教育案例不仅可以拓展课程

教学内容，把岗位技能、职业道德素养和电工技术融合起来，提

升学生综合能力，还可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端正学生就

业观，提升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其次，教师可以搜集机械类

专业、电工电子专业职业技能大赛资料，播放获奖选手实训操作

视频，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开拓他们的学习视野。同时教师可

以鼓励学生参与职业技能大赛培训，让他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

职业技能，与其他高校学生切磋，提升学生职业技能水平，让他

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心态。思政教育案例体现了电工技术和思

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专业知识，了解电力

行业职业操守，运用感人的视频激发学生情感共鸣，陶冶学生道

德情操。

（四）优化实训课教学模式，渗透工匠精神教育

教师要把课程思政延伸到实训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规范

学生实训操作步骤，培养学生认真负责、严谨认真和精益求精的

学习习惯。教师在电路实验中，要开展安全教育，提醒学生规范

使用 220V、380V 交流电，让他们严格按照实验室用电安全条例

进行实验。例如教师可以提前录制电路实验微课视频，讲解家庭

电路布线设计、开关安装以及电路故障维修操作步骤，讲解万用表、

电烙铁和示波器使用规范，为后续实训操作奠定良好基础。教师

可以把视频下发给学生，方便学生自主回看视频，让他们掌握操

作要领，帮助他们高质量完成实训任务。学生要佩戴好绝缘手套，

穿好绝缘鞋，牢记带电操作时的各项检查顺序，通电、断电操作

顺序，树立安全用电意识，养成规范操作、认真负责的良好习惯。

学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训，检测各个开关是否通电、检测

火线、地线、零线接线方式是否正确，接通节能灯线路，养成严

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教师要及时纠正学生不当操作，

规范学生电子仪表使用方式，引导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弘扬工匠

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五）开辟信息化教学渠道，提升学生职业道德

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营造思政教育氛围，开发互联网优质

教育资源，运用混合式教学把思政教育延伸到课下，让思政教育

浸润学生心灵。首先，《电工技术》教师可以构建课程思政数字

化教学资源库，搜集优质微课、实训课教学课件、职业技能大赛

题目等素材，提升备课质量，可以把数字化课件上传到学校线上

教学平台，与其他教师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同时方便学生自主下

载课件，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教师可以搜集《大国工匠》

纪录片，介绍电力行业大国工匠，例如百米高空之上只身检修

百万伏特高压带电线路的电力工人王进，让学生走进这位坚守电

力一线十几年的电力工程师，展现新时期电力工人不怕苦、不怕累，

坚守岗位，守护万家灯火的奉献精神。其次，教师可以在混合式

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理念，讲解 RLC 元件在电子产品中的作用，

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延伸到华为 5G 技术，展现中国

民族企业的使命感，中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精神，激发学生爱国

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激励学生积极投身科研事业，让他们为祖国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四、结语

高校《电工技术》教师要深入解读课程思政理念，挖掘教材

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立足电力行业发展、机械类专业就业形势，

开发思政教育案例，营造浓郁的思政教育氛围，弘扬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和家国情怀，把思政教育延伸到实训教学中，规范学生

操作步骤，培养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吃苦耐劳美德，全面提升

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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