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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高校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的融合研究 
——以“电机及拖动基础”为例 

刘黎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电机及拖动基础”是自动化及其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为了做好本课程的课程思

政建设，本文以新时代的融合教学理念为基础，将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文化自信、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安

全环保意识等思政元素融入到“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知识点的讲解中，实现对学生的渗透性思政教育，以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课程思政；高校；专业课；电机及拖动基础；融合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大学时代是他们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

关键期，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是学校和教师的重要任务。[1]在新工科

背景下，高校教育理念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高校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思政逐步融入高校专业课

的课堂教学中。本文以“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为例，以课程教学

大纲为基础，遵循“思政”与“专业”相长原则，以学生关注的、

鲜活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以课堂为出发点，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

国计民生中的热点问题，将思政元素与知识点有机融合，以提升“电

机及拖动基础”课程的综合教育性，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综合素质

要求、高思想觉悟水平的优质人才。[2] 

1 “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根据“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结合教材，从不同的

角度挖掘“电机及拖动基础”每个章节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并设

计不同的思政思路，将思政元素与知识点深度融合，使学生在学习

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对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文化自信、

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安全环保意识进行思考，

力求如盐入水，润物无声，使其在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之间寻找平

衡。通过本人多年的教学探索，梳理归纳出“电机及拖动基础”课

程思政案例设计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案例设计（部分） 

课程模

块 

教学内

容 
思政内容 关联度分析 

模块一 

绪论 

1.电机在

国民经

济中的

作用； 

2.电力拖

动技术

在国民

经济中

的作用 

1.建党百年

我国电机工

业发展成就 

2.双碳目标

下电机技术

发展趋势 

1.中国百年电机发展史是中国机械工

业发展历史的缩影，激励学生以史为

镜，要具有勇于探索和时代担当的精

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2.电机的高效节能是工业持续推进节

能减排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

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促

使学生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 

模块二 

直流电

机 

直流电

机的基

本原理 

1.电机专家

斯坦门茨

“一条线一

万美元”的

故事 

2.“扁担电

机”精神 

1.通过介绍电机专家斯坦门茨“一条

线一万美元”的故事，鼓励学生认真

学习，提高专业认同感。 

2.介绍李文华和“扁担电机”的故事，

教育和激励广大学生要勇于担当、诚

实守信，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 

单相变

压器 

“变压器门

事件” 

通过“变压器门”事件，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

意识，只有不断学习，自身强大，才

能获得科技自主权，才能获得尊重和

认可。 

模块三 

变压器 

三相变

压器实

验 

1.全国节能

宣传周，普

及节能知识 

2.三相变压

器实验操作

规程 

在保证学生安全操作的情况下，培养

学生的节能和环保意识。过分析电力

变压器事故案例，让学生意识到在工

作中不可存有侥幸意识，电力安全规

程是“血的教训”，引导学生诚实守信、

安全用电和爱国守法的意识，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相异

步电动

机的基

本原理 

尼古拉特斯

拉事迹 

通过介绍尼古拉特斯拉事迹，鼓励学

生要不怕困难，不懈奋斗，勇攀科技

高峰，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 模块四 

异步电

机 
三相异

步电动

机的调

速实验 

虎门镇

“8.31”一般

触电事故 

通过介绍案例：虎门镇“8.31”一般

触电事故， 

强调安全用电、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及爱岗

敬业的精神，尊重和热爱生命。 

2 “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组织实施 

在疫情防控期间，“电机及拖动基础”采取“线上+线下”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教学主要分为课前准备、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 

（1）课前准备阶段 

课前准备阶段在线上进行，教学活动以学生自学为主，以超星



高等教育 

 189 

泛雅平台为主要支撑。上课前，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充分利用

现有教学资源，认真编写融入思政内容的课程教案，完善 PPT，并

按时间节点在学习通平台、网络课程群发布学习任务、预授课程章

节的 PPT、课前测验等，供学生预习。学生接受任务之后，通过学

习通平台或网络课程群，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查阅教师提供的教

学资料，独立或协作地进行自主学习，积极做好预习工作。 

（2）课中阶段 

课中阶段的教学活动主要在线下课堂进行，是课程思政的具体

实施阶段。上课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两个问题。第一，思政内容要

多元化。以学生关注的、鲜活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采取教师引导、

个人探究或小组讨论等多种方式，将知识点与实践有机结合，引导

学生产生真实感受。例如，在“绪论”章节的学习中，分析当前全

球变暖热点问题的产生、影响，提出问题：如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以此引入电机的高效节能电机的发展趋势，是推进工业节能减排的

关键，有助于改善全球变暖现象，教育和激励广大学生要发奋图强，

勇攀科技高峰，促使学生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第二，课程思政内容的讲解要详略得当，切忌喧宾夺主。在

做“单相变压器实验“时，实验目的是通过空载和短路实验测定变

压器的参数和通过负载实验测取变压器的运行特性。在课堂上引入

电力变压器事故案例，是让学生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做实验，安

全用电，提高安全意识，尊重和热爱生命，培养社会责任的适应能

力。因此，教师要在课前准备阶段把思政元素与知识点有机融合。

严格把控好时间，做到既能充分诠释、体现思政元素，又能有充足

的时间讲解实验。 

（3）课后阶段  

课后阶段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授课结束后，学生通过超星泛雅

平台和学习通 APP，巩固课堂知识、提交作业，并在线交流讨论。

学生也可以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教师及时给予解答。例如，在“直

流电机的基本原理”章节中，思政内容是电机专家斯坦门茨“一条

线一万美元”的故事和“扁担电机”精神。教师通过课前预习和课

堂教学了解了学生对案例和本次课知识点的学习情况，使学生在掌

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对自己选择的专业有信心，培养学生有担当、

诚实守信，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了更好地实现本次

课的育人目的，教师通过超星泛雅平台和学习通 APP 布置任务：从

直流电动机常见故障中，选择一个故障，分析引起故障的原因、危

害及解决办法，以报告的形式提交。教师对学生提交的报告及时给

予点评，并对优秀的报告进行展示供学生学习。通过多次交流互动，

在不同的解题思路的碰撞下，学生可以学习到解决问题的更多的思

路和方法。 

3 “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效果反馈 

通过本学期的“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大多数学生

对“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的效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通过学

期末的“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教学问卷调查发现，90%的学

生认为课程思政激发了自己对“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的学习兴趣，

80%的学生明确表示毕业后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15%的学生

表示自己要考本专业的研究生，想要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研

究。    

基于此，教学团队对课程思政效果有了更高的期望。通过“电

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反思、同行交流及学生反馈，对如何

更好地做好“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工作，对教师提出以

下几点要求：（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

利于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实现课程思政对大学生政治立场、政治

观点和政治态度的正确引领。（2）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教师除了

具备与课程相关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具备足以支撑教学的专业知

识，能够支持教师挖掘所授课程的思政内容，并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法、手段，使知识传授与育人同向同行。 

（3）具有专业的教学方法。高校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大学生，

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重尊重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和

发展目标，促进大学生知识接受的最大化和行为养成的可塑性。灵

活运用专业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无形地融入专业课课堂教学中。

（4）定期参加课程思政专项培训和专家讲座。教师团队成员多开

展课程思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共同确定能够被学生接受、能够触动

学生内心的案例素材，不断更新、丰富思政内容，共同规划并设计

思政案例，为开展课程思政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4 结语 

本文以电机及拖动基础课程为例，提炼了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探索了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点有机融合的实施路径，并探讨

了课程思政的效果，为其他专业课在“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石建勋，付德波，李海英.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重点

是“三观”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20,（24）:38-40. 

[2]成桂英.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三个着力点[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09):67-70. 

[3]肖志良，臧艳辉，华春梦.高职院校思政素材与专业课程

知识融合路径研究[J].科教文汇，2021,（08）:145-149. 

[4]于力，陈忠道.“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的案例设计与

实施——以“数字图像处理”课程为例[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021,（03）:33-36+41. 

[5]许瑞芳.一体化视角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四个维度[J].

中国高等教育.2020,（08）:6-8.  

[6]高山山.高校理工学科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探讨[J].现

代商贸工业，2021,42（11）:142-143. 

[7]刘海军，于光明，王磊，许艳.课程思政在“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教学过程中的融合研究[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2022,28（02）:112-116+123. 

作者简介：刘黎（1984-），女（汉族），山东济南人，中

级工程师，获硕士学位，从事自动化专业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