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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三全育人”的育人机制更好地贯彻落实，在高校
课程建设的过程中要重视课程思政的融入和实施。与传统意义中
的思政课程不同，课程思政的目的是通过在各学科课程当中对思
政元素的挖掘与提炼，在各专业课程教学当中充分的融入思政元
素，从而使专业课程所具有的育人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数字电子
技术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具有应用性的课程，主要
是对数字集成器件以及各类逻辑门电路等功能进行研究的学科，
在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以及电气工程类专业当中都普遍设置，
具有较为广泛的覆盖面。本课程不但涵盖了方法流程、定理公理
以及自然科学等具有哲学思维的专业方面知识，同时还包括实践
和实验操作以及电路设计等方面的内容，能够对学生的动手操作
能力进行充分的锻炼于培养，较为容易地把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
进行有效地融合和衔接，是对课程思政实施的有效平台。

1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比较而言，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具有较强

的应用性、系统性与实践性，不但具有将强的逻辑性和丰富的
知识点，同时兼有理论和实践、系统和工程性等诸多特点。此
课程的学习还能够为其他的专业课程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教学目标而言，该课程基于市场需求
和创新驱动，主要是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团队协
作能力等加以培养。在该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研究和探索，
不但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更有助于对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培
养，对学生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培育、对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加以
弘扬等等。因此，作为教师来说，应该积极地探索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融入和结合。

2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策略
2.1 基于知识点，将思政育人要素融入课程当中，对教学

大纲进行修订
要基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特点，在课程标准当中融入思政

教育内容，对该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重新修订。基于此，首先，教
师在课程教学的引言或是绪论当中，应该将本课程所涵盖的内容
体系、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目标等清晰的告知学生，进而激发学生
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从而对章节内容更有针对性地学习。其次，
在新修订的教学大纲中应该明确规定教师授课当中，重视对学生
严谨学习风气的培养，禁止课堂教学中睡觉、迟到以及玩手机等
问题的出现，使课程的知识育人与思政育人做到良好的结合，充
分地发挥课程育人的功能。再次，在教学内容中有效挖掘思政元
素，做到思政和专业教学的有效融合。比如，在对集成电路这部
分内容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对有集成电路相关生产品牌，如华
为海思等进行介绍；在对微电子和晶体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内容进
行讲授时，可以向学生介绍邓中翰等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在对
高速开关晶体管等进行讲解时，可以向学生介绍吴德馨等专家，
进而让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更好的学习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身上体现的专业素养、科学探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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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而使课程教学更好地发挥思政育人的功能。
2.2基于思政元素对教学方法与模式加以改进
基于思政元素，将其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在数字电子技术课

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采取混合式教学模式。
第一，通过“线上”开展教学。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和教材相匹配
的SPOC课程，运用校园云平台，让学生在线上进行选课并进行学
习；教师则结合教学大纲以及相关的学时要求，将易理解与接受
的基础内容做成微课视频，上传到云平台当中，让学生在云平台
通过观看视频进行课前学习，同时将学生对视频的学习纳入对学
生的平时成绩考核当中，进而在对学生良好学习习惯进行培养的
同时，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好地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第二，通过线下开展教学。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不但要进
行重点知识和内容的讲解，还应该结合实训实验以及作业习题等
等进行课程思政要素的挖掘。不但在进行线下授课过程中，要将
这些思政点融入其中，还应该在微视频录制的过程中，也将其有
效融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资源库，并采取任务驱动、问题
引导以及案例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的
提升。比如，在对复杂电路分析进行讲解过程中，教师就可以通
过实践教学的方式引入Multisim仿真软件，让学生边学习电路搭
建边事实加以仿真，真正激发学生动学习的积极性。在实验教学
当中融入安全用电相关考评标准，促进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环保
意识以及安全意识的提高，走到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
第三，要做到线上和线下的良性互动。教师可以利用“蓝墨云班
课”等智慧化教学软件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监控，利用手机App与
学生之间形成互动，对所有学生的学习动态充分地掌握，并确保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连续性。

2.3基于立德育人的教学目标采取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方式
为了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体现立德育人的教学目标，

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考核当中，可以将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其
中，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行更好的调
动。首先，教师可以根据该课程的特点以及教学内容，落实“做
中学”的教学理念，采取项目化教学的方式，在各个项目当中融
入专业知识、职业要求、岗位职责等，从而对学生的知识、能力
以及综合素养等进行多元化地评价；其次，考核评价主体的多元
化，要改变过去教师单一考核的主体模式，而变成教师、学生以
及团队共同参与的教学评价主体；再次，除了期末测评外，还要
重视技能操作、项目创新、岗位素养以及团队合作等综合方面对
学生进行过程性考核，进而对学生的主体意识、精益求精的职业
精神和素养等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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