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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程思政和校企合作的电机与拖动课程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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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轨道交通供电牵引教学体系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 ,根据学生智力特点和思政教育创新方式 ,把融入课程思

政教育的轨道交通供电牵引体系研究融入到学生课堂教学。通过对党史学习教育融入课程教学过程，核心课程的教学过程

要以真实的工作过程和课程思政为导向，促进学生正确的学习思维和厚德精技创新意识是进行学生思政教学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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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轨交供电牵引专业的培养目标，电机与拖

动教学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采取“引企入教”的改革措施，

这也是该课程的课程建设目标。通常技术应用型本科教

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有两点，第一是培养对象掌握了比较

扎实的理论知识，第二是培养对象具备了比较强的动手

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两点，才算具备了轨交供电专业维

保技术人才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才能为相关单位提供

合格的人才储备。根据学校对往年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调

查和上海地铁等企业的考察访谈，根据企业对学校培养

的轨交供电专业的人才要求，学校对相关课程进行调整。

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实践活动、教材编写、考

核方式等进行研究，经过有关专家的把关，将技术应用

能力作为重点培养和考核的方向，改变专业课的教学思

想、完善教学理论体系、完善教学实践体系。将应用型

技术人才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基于此，“引企

入教”的教学改革措施可以为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人才的

培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1《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教学应用情景教学法的
方法

1.1 参与式教学

通过课堂提问、课末讨论和课外练习等环节，使学

生共同参与课程教学过程，培养学生认真听讲、仔细思考，

积极倡导学生畅想未来、有远大志向，以及将所学知识

工具在生活实践中练习运用，为将来工作打好基础。

1.2“代入法”等教学方法

课程通过“讲故事”教学模式，以实际案例的过程

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替位思考代入情景。引导学生

在案例播放时的心理感受，若学生自己遇到时会如何能

解决，让学生克服遇到困难的恐惧心，树立强而有力的

自信心。

1.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互为补充

课间以现实水枪与理论流体相结合，通俗易懂阐述

调速控制，相信会让学生今后在与水和风有关的事物都

会以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

1.4优化师生关系

要注重师生关系协同、突出教与学的衔接、发挥老

师的导向作用，教学时注意不能用高高在上的方法说教，

而要时常注意学生的反馈信号，更要突出让学生的学习

有主动性。不仅要从知识角度传授专业能力，更要摆事

实讲道理，用实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达到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目标。

2《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教学应用情景实践 

2.1应用问题情境 

大学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如果

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可能会扼杀学生的创新思维，不

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电机与拖动基础》极具逻辑性，

知识点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连贯性。科任教师在讲授这门

课的时候需要着重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在进行讲授：稀土永磁材料、永磁同步电机基础。

老师可以着眼于学生能力培养：培植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以国际化视域激发自主创新意识；培养情感认知：从我

国稀土占世界首位，但因为技术等落后没有定价权，倡

导学生以爱国为己任，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最深的

爱。以“磁石”“同步”等引导学生树立维护核心、紧

跟党走的人生价值观。公式，有了知识储备后，教师再

提出第二个问题，知识传授：插入永磁同步电机结构、

dq坐标变换、数学模型、特性及控制，着眼于能力培养：

培奍学生好学精神，自学能力，激发坚韧奋进和创新意

识，培养情感认知：改变学生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毛

病 ,简单的理论能扩展出复杂而有用的技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需要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激励学生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

2.2应用技术情境 

电机与拖动课程的内容十分抽象，电机内的磁场既

是时间的函数，又是空间的函数，牵引供电专业学生学

习感到比较困难。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拟建立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专用教学方式，实现讲、演、练一

体化的教学模式。企业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入企业

电机拖动案例剖析，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要因分析法”

和永磁同步电机的节能。着眼于能力培养：从案例培养

学生思考能力和分析推理能力 ,从案例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培养情感认知：倡导学生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

新技术、新技能，而不是把经验绝对化、教条化，克服

各种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从对过去习惯做

法的权威下、对国外模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才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节能减排是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本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介绍新一代电机与拖动技术，变频器、永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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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在节能减排上的应用。从实际案例出发，介绍分析

节能改造中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培养学生努力成为理想

远大 ,视野开阔 ,知识丰富的新一代。为学生今后在电

机与拖动应用领域工作中 ,有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奠定下扎实的基础。 

2.3应用实践情境 

依据学校思想政治核心素养 32 条目和“ASciT（爱

科技）”9大关键能力，结合本课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重点构建以“思政课程为核心”和“以课程思政

为重点”育人格局。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过程，可以掌握变频器和永磁同

步电机的基本原理和控制方式，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电梯

的基本结构和计算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学习、勇于创新的工作

作风，培养学生电气控制技术应用的相关技能，为具备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的运行、安装、调试与维护能力奠定

基础。了解电梯发展历史；感知变频控制的发展动态；

展望结合控制的永磁同步的发展新方向。通过电梯改造

案例，让学生感受新技术的急迫性和发展中的危机感；

结合变频器案例，教导学生不要盲目迷信或崇拜国外产

品，要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人生观；结合永磁同步案例，

引导学生树立维护核心、紧跟党走的人生价值观。通过

插入式永磁同步的案例，鼓励同学们在今后的道路上着

实要有工匠的奉献精神。

课程思政元素分布在教学内容的各章节和教学过程

的各个环节

思政

单元

课程主要章节

和内容摘要

（知识点）

思政元素

1 节能改

造案

例电

梯改

造

从加装电梯惠民政策说起，穿插中国
电梯发展历程，阐述发展才是硬道理 ,
激发学生科技强则国家强的爱国主义精
神。勉励学生不要成为井底之蛙，要开
眼看新世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介绍
无齿轮曳引机在电梯上的应用 ,让学生
懂得计划的重要性，反思学习方法和成
长之路。

2
节能改造“不

节能” 案例一

变频异步电机 
IM

随着自动化的发展，电力电子技 术，
变频器作为电动机调速的关 键设备和
开启了节能新篇章。从 节能改造增添
变频器的“失败” 案例，提倡学生不
要盲目迷信和 跟风，要有自己的判断
能力与思 考能力。对比“三拍”和“三现”,
着重点要学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要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合适的发展的道路。

3
节能改造“不

节能” 案例二

变频伺服电机 
SPM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 ,具有
节能优势的永磁同步电机迎来了发展的
黄金时期。以“磁石”“同步”等引导
学生树立 维护核心、紧跟党走的人生
价值 观。以更换永磁电机的“失败” 
案例，倡导学生用改革开放的眼 光看
待新技术、新技能，而不是 把经验绝
对化、教条化，克服各 种经验主义、
主观主义和形而上 学，从对过去习惯
做法的权威下、对国外模式的崇拜中解
放出来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
法。

4 节能改造“不

节能” 案例三

变频永磁电机 
IPM

从节能选用插入式永磁电机控制失当
的“失败”案例，推崇学生务实须重细
节，必须改变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毛
病 ,提倡注重细节、把小事做细。中国
制造、中国创造需要培养更多高技能人
才和大国工匠，激励学生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造
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队伍，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充沛动力。

3结束语
本课程教学对象来自于轨道交通学院牵引供电专业

大三学生，已学习过大学物理，电路原理等课程，具备

基本的数理基础和电路知识。牵引供电系统的课程教学，

应当注重的是素质教育。应当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鼓励学生的求知欲，灌输给学生法案问题、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教导学生充分发挥创新思维，强

化自身的实践能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问题，培养

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团结合作的能力、表达交流的能力，

将知识、思维、意志、和价值观等统一，以达到高水平

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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