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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和课程思政背景下，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与思治教育存在“两张皮”现象。为此，本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在分析电

子技术课程思政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理工科类学生进行调查问卷，探讨电子技术课程实施思政育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以教

材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三位一体”的电子技术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深入挖掘电子技术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形成协同效应，

从而将思政育人理念真正有效地融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构架“三全育人”的工作新格局，培养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业型

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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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are "two skins" in the teaching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To this end, 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discuss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s, and proposes to build a "three in o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s based on teaching material resource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and deeply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urriculum to form synergy, Thus,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truly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urses, and a new pattern of "three-wide educ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and skilled talents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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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而课程思政是“三全育人”

工作的重中之重[1]。《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工学

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

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2]。随着“课

程思政”的政策文件逐步出台，在高等院校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也成为了教育界研究的热点。电子技术课程作为工科类专业

基础课，探索课程思政融入的方式与途径，对推动电子技术课程内

涵式发展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自 2017 年起，“课程思政”这一主题在国内的关注度逐渐升高。

以教育学科为分类，对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层次的研究占据一半

以上，但在机械工业、电力工业、自动化技术等的“课程思政”却

屈指可数，如图 1 所示。截至 2023 年 2 月底，在知网上以“课程

思政”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如表 1。 

表 1 “课程思政”为主题的检索结果 

总库 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 报纸 

4.85 万 3.58 万 710 1256 241 

虽说现阶段对于“课程思政”的研究课题有上万，但大多数都

只停留于理论研究层面，并未经过实践教学的验证，对于实际思政

育人的效果是未知的。在这个思想文化交融的信息时代，当代大学

生逐渐迷恋上“躺平”心理，注重个人价值而忽略社会价值，思想

道德修养与政治意识有待提高。这种不良现象与高校的人才培养计

划南辕北辙，也充分说明了高校对于思政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截

至 2023 年 2 月底，在知网上以“电子技术课程思政”为主题进行检

索，如表 2 所示。 

表 2 “电子技术课程思政”为主题的检索结果 

总库 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 报纸 

232 198 1 1 0 

 

 

图 1 “课程思政”学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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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电子技术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互独立，

将两者进行融合的研究非常少。思政教育课程主要是以“灌输式”

的教学方式传授思想理论知识，电子技术课程则是专业理论知识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正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差异，高等院校在电子技术

课程上实施思政育人存在一定的难度，仍然需要广大专业课讲师进

行深入探索。 

国外虽然没有“课程思政”这一说法，但更加注重于德育教育。

西方学者 Tang Aimim[3]认为“课堂中应选择和应用真实的道德事件

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美国在德育方面就很注重学生价值观念和

爱国意识的塑造，他们国家的德育常采用隐性教育方式，Stephen[4]

强调通过隐形课程教育，教授给学生他们“可接受的”社会关系、

规章制度、价值观等，以便学生树立屈从立场，为统治阶级服务。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们的自律、责任、勤奋等品质培养[5]。英

国推行的全纳教育模式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公平公正作为核心理

念[6]。法国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强调，注重实践与人权，弱化以

宗教为原则的教育模式[7]。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教育的本质都是育人。教育模式和教育途

径在每个国家尽不相同，区别在于不同国家的制度与价值观，但唯

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注重思政育人的渗透。目前，国内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仍未能有效的进行协同育人，从而造成

“两张皮”的现象，高校的思政教育也处于“孤岛化”的状态。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电子技术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高校思政理论课存在“孤岛化”现象 

部分高校的思政理论课目前仍存在“孤岛化”现象。如图 2 所

示，调查问题“您赞同‘思政理论课是您在学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的唯一渠道’这一说法吗？”中，选取了非常赞同的同学占比为

28.37%，有 30.29%的同学选取了赞同，选取了不太赞同的同学占

比为 15.87%，选择了不赞同的同学的比例是 25.48%。 

 

图 2 思政理论课是您在学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渠道 

（二）个别专业课教师缺乏思政育人意识 

“课程思政”视域下电子技术课程建设理应创建“全员育人”

体系，高校中所有教师都应具备思政育人的意识，促进知识讲授与

价值引领同向发展。如图 3 所示，选择了思政理论课教师来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的同学占比为 79.81%，更倾向于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同学的比例是 84.13%，但仅有 26.44%的同学选择了专业课

实施思政教育。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高校都对思政理论课十

分重视，但对于电子技术课程等专业课的思政育人效果不太理想。 

 

图 3 学校应该由哪类教师负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多选） 

由于“全员育人”的课程思政体系初步建成，大部分专业课教

师都积极投入思政育人的大军中，但仍有部分专业课教师思政育人

意识不足。他们会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课教师该做的事情，并未觉

得自身也有思政育人的责任，仅仅专注于专业课理论知识的传授，

从而忽略了专业课中思政资源的重要性，对挖掘、系统梳理和精准

厘定育人资源方面积极性不高。 

（三）电子技术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未能充分挖掘 

电子技术课程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非常可观的，

但其分布范围较为零散，如何从繁杂的课程中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

资源，对专业课教师的思政育人能力具有一定的考验。根据对电子

技术课程中涉及的思政元素部分内容的问卷调查，如图 4 所示，可

以看出在电子技术课程中涉及的思政元素最多的是爱国精神教育，

其中有 62.5%学生选择“经常涉及”，仅 5.29%的学生选择了“从未

涉及”；涉及最少的是科学精神教育，仅 28.85%的学生选择“经常涉

及”，高达 13.94%的学生表示“从未涉及”；工匠精神教育与法治精

神教育均有较多涉及，分别有 47.60%、44.71%的学生选择了“经常

涉及”，“偶尔涉及”也分别有 43.27%、47.12%的学生。 

 

图 4 电子技术课程中涉及的思政元素 

据调查结果显示，专业课教师对电子技术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的挖掘与传授并不平衡，还有部分的思政元素并没有充分挖掘

出来。这需要专业课教师提高自身的思政育人意识，打破电子技术

课程“枯燥乏味”的僵局，形成合理高效的挖掘基本思路，把专业

知识、技能与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工匠精神、法治精神等思政元

素的引导有机结合，更好地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电子技术课程建设 
（一）教材资源的思政建设 

 

图 5 课程思政-模电如人生 

教材资源是课程教育的核心部分，是教师传道授业的载体和媒

介，也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有关教材的定义非常广泛，

这证明教材具有很大的变化性、开放性与发展性，教师可以在教材

上面发挥的空间很大。在课程思政视域下电子技术课程建设研究中，

教师可以改变原有的教材观，创造性地将思政元素融入教材资源中，

将思政育人落实到教材资源中。在电子技术教材中挖掘教材中思政

资源，如讲解相匹配课程思政内涵的案例、播放蕴含思政元素的视

频影音，在重点知识点的旁边附上二维码的讲解视频，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思政元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得思政元素融入教材资源建

设的全过程，二维码讲解视频如图 5 所示。 

（二）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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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主要是教师与学生相互过程中传递的知识或传授的

技能，在新工科背景下，不断有学者提出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融

合设计研究理念。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我国在各行各业中

电子技术所取得的成效不可忽视，将这些成效与电子技术课程的教

学内容相融合，对标国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学生发展的特点，

制定科学、严谨、完善的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育人相呼

应，如表 3 所示。 

表 3 电子技术课程中教学内容与对应的思政元素（部分） 

教学内容 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 

常用半导体器

件 

结合电子器件发展史，如二极管、三极管、集成

电路的发展史和应用实例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增强学生科技强国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二极管及其应

用 

以发光二极管的优势以及发光二极管在生活中的

应用，引导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 

三极管及放大

电路基础 

结合三极管电流放大的实验或者制作声控 LED 

旋律灯电路的实训，促进学生交流合作，养成良

好的职业习惯、职业素养。 

常用放大器 放大器电路的每个构成部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合集成运算放大器构成，向学生传递合作与分

工的重要性；向学生介绍集成运算放大器电路的

实际应用，鼓励学生学好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以

致用意识，创新意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人类

造福、为社会服务。 

组合逻辑电路 设计同种功能的逻辑电路可以有多种方法，不同

的方法，所用的元器件可以不同，成本不同，因

此，引导学生多开动脑筋，多想想办法，提高创

新能力设计出低成本、污染少的优质电路，以此

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 

触发器 引入触发器应用案例，如具有安全保护作用的冲

床安保电路，当操作人进入危险区，这电路中的 

RS 触发器就会发生作用，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通过此案例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 

…… ………… 

（三）课程思政与基于学习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基于学习通平台电子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线上平台学

习和线下传统课堂学习相结合，同步将思政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中，

使得课程思政贯穿于此模式的全过程。文章将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开

展课程思政与基于学习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如图 6 所

示）。 

（1）专业课教师要增强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提高思政育人的

意识与能力，根据国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线上和线下的教学内

容，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还

可以通过学习通平台等多元渠道接受思政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润

物无声。 

（2）根据学习通平台的混合教学模式，多形式实施课程思政。

教师通过整合教学平台资源，设计融入思政元素的学习版块与学习

任务，引导学生了解思政元素，满足学生学习的多元化需求。线下

课堂不仅可以为学生答疑解惑，还可以进行师生交流互动，共同挖

掘电子技术课程所蕴含的思政资源。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学习资源、

学习活动、学习形式等的有机融合，思想政治理论资源与专业课程

教学的有机融合，以解决“课程思政”视域下电子技术课程建设中

存在的许多难题。 

（3）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设计包含平台课前预习、线下课堂教

学、平台课后复习、教学评价四个环节，打破曾今教师“一言堂”

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通过思政资源将四大环

节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引导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熟练专业技

术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政治意识，并通过学习通平台加强

对学生的监控和督促，推进电子技术课程的思政育人改革，使学生

逐渐从“被动接受老师引导学习思政元素”转变到“主动挖掘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 

 

图 6 课程思政与基于学习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流程图 

四、结语 
本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通过对电子技术课程教材资

源的思政建设研究，改变原有的教材观，创造性地将思政资源融入

电子技术课程教材中，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通过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的融合设计研究，将思政教育贯穿电子技术课堂教学的

全过程，实现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无声；通过课程思政与基于学习

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优化电子技术课堂教学模式，多元

化实施课程思政。基于电子技术课程三大层次的研究，进而构建“三

位一体”的思政育人体系，充分挖掘电子技术课程中的思政资源，

为开创新时代高校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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