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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
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
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所以，思政教育不光体现在政治理论课上，
更应该在专业课程中进行思政渗透，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本文
以《（牵引）供电安全与规则》（简称《安规》）课程为例，
阐述这门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

1  分析课程确定德育目标
对《安规》课程进行思政渗透，展开课程思政教学之前，

《安规》课程教学团队的各位老师应当考虑该专业要培养什么样
的人、如何培养以及为谁培养这个根本问题，这样我们才能使
该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目标一致，从而更好地实现全方位育人的
目标。

《安规》课程是我校供用电技术专业和铁道供电技术专业的
专业核心课。根据我校人才培养方案，该专业主要面向铁路牵
引供电系统运用、检修、施工部门一线岗位。

对于铁路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来说，首先必须牢记铁路的根
本宗旨是“人民铁路为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新时代
是践行以人民为发展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意。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强调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作为一名铁路
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

其次，必须牢记“铁路精神”。安全是铁路人的首要职责；优
质铁路人的职业追求；兴路是铁路人的奋斗目标；强国是铁路人
的崇高理想。作为铁路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认清肩负
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坚持“三点共识”和“三个重中之重”，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严谨务实的作风，深化安全风险管理，创新安全管
理机制，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筑牢安全工作基础，确保铁路安全
持续稳定。

根据铁路的根本宗旨和铁路精神，结合《安规》课程教学内
容，教学团队老师一次又一次讨论最终确定本课程的德育目标。

2  课程思政融入措施
2.1挖掘思政元素
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教学团队老师们充分学习中国共

产党党史，中国铁路发展史，探索共产党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奋
斗精神，结合铁路精神，挖掘思政元素。

《安规》课程主讲内容包括《接触网安全工作规则》和《牵引
变电所安全工作规则》。这两部规则是一代一代铁路人通过实践积
累的。《安全工作规则》先后经历了数次修订，从普速到高速，最
终形成了铁总运TG/GD108-2014和121-2015技术规章，这是一代
代铁路人不忘初心，勇于创新的结果。教学团队老师认真学习中
国共产党党史，结合中国铁路发展史和我系优秀毕业生的事例，
以获得丰富的教育资源，发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来引导学生、教

《（牵引）供电安全与规则》课程思政内容的建设与探索

徐百钏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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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章制度，其课程思政教育意义重大。该文介绍了该课程课程思政融入的措施，实现立德树人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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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生，以此激发学生的爱铁路、爱国情愫，树立专业自信。
2.2 收集利用热点时事新闻，挖掘思政元素
教学团队老师充分搜集铁路供电时事热点新闻，抓住学生的

眼球，例如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国中铁八局邀请成渝铁路建
设者孙贻荪讲述红色故事会等热点时事新闻，告诫学生安全无小
事，培养学生“安全优质兴路强国”的铁路精神以及对于自己未
来从事职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2.3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挖掘思政元素
由于《安规》课程内容涉及面广泛，教学内容多样化，在传

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难以获得直观的认识，而且费时费力，宜
采用多种信息化手段来呈现教学内容，同新媒体新技术高度融合，
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在“互联网+”时代，可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增强课堂
教学的德育效果。团队成员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实训平台、
微课、思维导图APP等教学资源。采用线上线下、实战演练的混
合式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明原理、知步骤、
懂评价。教师通过案例法、情境教学法、项目驱动法等混合式教
学方法，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建立起知识与具体工作任务之间的联
系，实现“做中学，做中教”。提高学生们对于课程的积极性和自
主意识。

2.4充分利用教学活动组织形式，挖掘思政元素
思想教育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仅靠灌输是不够的，

学生自身的参与和体验有助于对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的接受。
坚持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设计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环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课程思政”育
人目标。

课程组在《安规》课程中，参照现场作业模式，将学生分为
若干小组，各组成员进行人员分工轮换角色，根据现场的作业内
容合作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各组进行组间答辩。教师进行归纳
总结，将各组完成的内容上传至网络课程平台，根据报告完成的
正确性、完整性进行组间评价。团队教师拟发掘这些教学环节中
的思政元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锻炼学
生团队协作的能力。

3  结语
《安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老师的能力也不容忽视。

对于整个教学团队来说，唯有不断学习，提高老师思想政治素养，
提升各位老师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思政教学改革中越
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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