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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电力机车运用》课程中的运用 
李文婷  田栋栋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的育人要求，在专业课讲解中融入思政教育是每个教师
应具备的能力。《电力机车运用》作为铁道机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涉及的内容有一次出乘作业标准、呼唤应答标准和技
规的相关知识，对于铁道机车的学生来说，学好本门课程，为以后更好的工作和服务铁路奠定基础，培养了学生驾驶、处理紧急情
况和沟通的综合能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贯穿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为铁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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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对学

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提出了严格要求，要让学生干好工作，首要任务是端正态

度，作为高职学生，单纯的思政课程课时数有限，效果不明显；接

触最多的专业课教师的行为举止对学生影响很大，在专业课讲解中

融入思政教育，是对专任课教师最基本的要求。 

本文讲解课程为《电力机车运用》，此课程开设在第四学期，

授课对象为铁道机车专业大二年级学生，在授课过程中有意、有机、

有效的穿插思政元素，将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与德育发展有机结合，

为学生第六学期的顶岗实习和后续踏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本文以

陆超、曾伯荣主编教材《电力机车运用与规章》项目五、任务二：

列车被迫停车后的处理于防护内容为例，说明思政教育在本知识点

中的运用。 

2、思政教育在知识点中的实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全力支持配合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总体战、阻击战，高质量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的任务要求，所有教学任务需通过线上完成[1]。在教学过程中，

更应注重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整个教学过程的顺利实施。本文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施： 

2.1 思路与理念  

用 2019 年 7 月 18 日事故引入课程内容，将此事故和学生专业

结合在一起，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结合图片和视频资料，利用直播

形式、云课堂平台，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2]。重难点问题

的突破：企业人员现场演示讲解，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总结事

故的处理结果，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是工作人员扎实的专业基础

和敏捷的反应速度，各个岗位之间相互配合，保证了全车人员的生

命安全。引出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机车人，是他们的无私无畏精神，

保证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此教学内容从每个人关心的问题出发，从最近的实际情况出

发，贴近生活，源于生活，学生有真真切切的感受，才会有所顿悟，

有所收获。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潜移默化的对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教育，效果明显，能有所收获，

并运用于后续实际工作中。 

2.2 设计与实施  

引入：利用事故视频引入知识点：2019 年 7 月 18 日 16 时 10
分，K7139 次列车运行到林口至密山铁路奎山站与西麻山站区间 26
公里路段时，火车司机发现前方不远处突发山洪，湍急的洪水漫过
了铁路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牡丹江机务段值乘司机孔祥江在面
对前方景物分辨不清楚的情况下，果断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在水害
路段前将车停住，随后经副司机检查后，将车后退 50 多米，停在
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并与列车调度员联系，将列车倒回 ，挽救
了全列车 800 多人的性命[3]。 

事故分析：针对于此事故，教师引出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的概
念。学生思考停车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司机和副司机没有采取制
动措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云课堂下发头脑风暴，根据学生作

答情况，总结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才能在
遇到问题时沉着冷静，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疫情期间，
国家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为打赢疫情攻坚战
奠定了基础。 

知识讲解：导致列车被迫停车的原因有多种，教师适当进行引
导，学生对此事故原因就能做出判断：此事故中被迫停车是受自然
灾害影响，造成车辆不能继续运行的情况。对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被
迫停车，停车后应怎样进行处理，由教师结合实际情况，对处理方
式进行讲解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列车在区间因自然灾害、事故、制动失效、接触网停电
等原因被迫停车，不能继续运行时，司机的处理措施； 

（2）被迫停车后，如遇自动制动机发生故障，司机应做怎样
的处理[4]； 

通过摇一摇随机抽取学生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已请求了救援
的列车，如果能够恢复运行，是否可以随意移动位置？如果能，说
明原因，如果不能，说明原因。这样的教学方式，能随时检验学生
上课过程中的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保证学生上课效果。 

教师总结学生答案，得出结论： 
（3）已请示救援的列车，即使能恢复运行也不得移动位置，

以防止与救援列车发生冲突，并按规定对列车进行防护； 
（4）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在接到被迫停车司机的报告

后，应停止向区间放行列车，立即使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通知
该区间内运行的列车，并将该区间内运行列车的情况通知被迫停车
司机； 

（5）需组织旅客疏散时，车站值班员得到列车调度员准许后，
扣停邻线列车并通知司机，司机通知有关作业人员办理。 

以上情况针对于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没有妨碍邻线运行情况
的处理方式，若列车发生严重的颠覆、倾斜事故，妨碍邻线的情况
应该怎样处理？针对此问题，教师下发在线讨论任务，学生根据自
己的理解查阅资料解答，小组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时时监
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讨论情况，表扬正确观点，纠正错误答案，
不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师对上述内容归纳总结，并分析此事故中涉及的知识点，学
生分组进行角色扮演，主要有：司机、副司机、车辆乘务员、列车
调度员、车站值班员、邻线司机，明确每个角色的任务，按照上述
内容完成报告，以流程图的形式在云端体现；小组之间互相评价，
指出错误并进行改正和完善；小组内部成员之间就扮演的角色互相
评价；同时邀请企业人员，对每组作品点评打分，完善处理步骤，
强化专业知识；教师对每组成员的表现评价打分，保证每个人都参
与其中，完成对重点内容的巩固。 

在整个事故分析的过程中穿插了专业知识的讲解，只有掌握了
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突发事故的紧急处理，此
次事故中，值乘司机和副司机利用短短的十几秒的时间，做出最机
智的反应，拯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中
国速度”[5]。是 每一个工作人员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大家的相互配
合，保证了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小了事故带来的损失，保障了
所有人的生命安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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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堂总结：本堂课主要通过实际事故讲解列车在区间被
迫停车的概念、处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项，连线企业人员 ，对整个
案例做出总结和反思，企业人员从专业知识和事故处理多方面对学
生做出评价，引导学生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沉
着冷静应对，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5）课后思考：2020 年 3 月 20 日下午 3 点左右，在辽宁沈阳
沈北新区后屯村附近一处铁道路口，一辆翻斗车与一列货车惨烈相
撞，造成了 1 死 1 伤的惨剧。 

分析：此事故中，相关人员应采取怎样的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6）课堂评价：本堂课评价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①学生

对教师在云课堂进行评价； 
②对学生的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a、小组之间互相评

价；b、小组自评；c、组内成员互评；d、企业人员对学生评价；e、
教师对学生评价。其中，教师对学生评价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课堂提问（5%）、在线讨论（20%）、角色扮演（30%）、防护设置
（30%）、头脑风暴（10%）以及课堂表现（5%） 

2.3 实效与经验 
实效：通过本堂课的讲解，学生对铁路事故的理解更加透彻，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更加到位。在教学过程中，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
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思政元素的融入，使整个教学更加贴近生活，
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有更好的促进作用。在踏上工作岗位后，也能
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去尽职尽责的服务于人民，做出更好的成绩。 

经验：将专业知识通过实际事故讲解，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结
合图片和视频资料，便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理解掌握。课后布置事故
和案例，学生思考讨论，完成对知识的巩固复习，教学效果完整，
增强和学生互动，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效果较好。 

3、教学反思  
3.1 创新之处 
（1）战疫期间不停教，学生在线不停学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全力支持配合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总体战、阻击战，高质量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的任务要求，教师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结合在线直播、云课
堂平台、视频、图片等资料进行授课，打破了传统的面授模式。课

前通过云课堂发布学习资料，学生可自主进行在线学习，完成相关
测验和任务，针对疑惑在平台交流。教师跟踪学生课前学习情况、
收集学生问题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课中以直播形式为主，以具体
问题为导向，通过案例教学、任务驱动、头脑风暴等组织在线课堂
活动，对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指导讲解、补充总结。课后通过云
课堂上传相应的拓展资源，使学生对课堂知识进一步巩固与提升。
借助信息化手段对课前、课中、课后整个教学环节实现多元化、全
方位评价，打破传统教学仅重视结果评价的模式，为后续教学调整
提供有力依据[7]。 

（2）校企合作显优势，企业导师辅教学 
高职院校落实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可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

求，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人员。通过在线交流，企业专家参与，
与真实课堂教学对接，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点评和答疑，增强了教学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真正实现了“产教融合”。为学生职业能力培
养奠定了基础，化解了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相脱离的尴尬局面。 

（3）立德树人使命重，课堂思政润无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课堂教

学主渠道，大力推进以“课程育人”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发掘专业课与学生思想道德、职业素养的连接点，在教中
育人，在学中立德。全面培养学生崇尚劳动、爱岗敬业、精益求精、
协作共进、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将职业道德、人文素
养等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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