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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education.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urse of thinking and politics, and 
t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 course provides the platform support for thinking and politics. Tak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 course as the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in-on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value-leading	-	 intellectual	integration-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experiment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usses how to excav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constructs a multiple evaluation system of experiment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with the hel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We will help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cultivating 
virtuous people, and cultivat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who suppor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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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大背景下，课程思政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强国战略为课程思政提供理论依据，电子技术
实验课程为思政提供平台支撑。本文以电子技术实验课程为思政研究对象，构建了“价值引领—思智融合—多维评价”三
位一体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阐述了实验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如何在实验教学中挖掘思政元素，借助人工智能创
新实验教学方法，构建实验课程思政效果多元评价体系，助力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拥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电子信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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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专业课程是思政建设

的基本载体，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

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纲要》强调了

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并提供了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作为思

政建设的基本载体，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有助于实现教师

自我提升和全面育人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 9 月

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教

育强国建设强调立德树人，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专业人才，专业课程思政

的目标是培养拥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业人才。因

此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实验实践课程的教学中，是建设教育

强国和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一环。

2 教育强国背景下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思政的
重要意义

2.1 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统筹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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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2]。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

有科技的飞速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飞速发展，实现复兴强

国的根本目标。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电子信息技术作

为现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和国防等很多领域都有

广泛应用，因此创新对于电子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而电子

技术实验课程以电子信息技术为立足点，以培养学生的工程

实践能力为教学目标，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创新性，正

因此，更便于教师抓住该课程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特点，融入

与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课程以学生探索为主体，教师仅传

授基础知识，学生通过实验直接验证专业理论。学生从简单

的电路原理图设计开始，电子元件布局，电路焊接，系统整

体搭建，最后到整体测试与验证。由简到繁，步步深入。在

实验过程中，既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激发了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这与教育强国对创新人才培养

需求一致。通过实验教学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方式，达到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的

效果。 

2.2 弘扬教育家精神，铸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的必

然要求
2023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的信中提出教育家精神的具体内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

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

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

求 [3]。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行为规范。

在教育家精神的激励和指导下，教师才能以最高效的路径成

为新时代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只有教师自身具有至诚报国的

信念，才能培养有爱国精神的新时代国家建设者；只有教师

自身具有言为士则的道德情操，才能培养出言行合一的新时

代接班人。

3 教育强国背景下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思政的
实施路径

3.1 挖掘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 
以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为基础，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并将其融入电子技术实验课程的教学中，是课程思政实践的

有效路径。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涵盖内容丰富，不仅包含常用

电子仪器设备的使用，还包含实验测试技术和基本模拟和数

字电子电路系统的组装和调试，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老一辈科

学家的研究领域相契合，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切

入点。

在讲授电子仪器设备使用的实验时，可结合“中国天眼”

研究历程，向学生讲述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研发之路。南

仁东作为我国大型射电望远镜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聚焦国家

重大需求，展现出了对研发工作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

使身体极度不适，依然坚持带病工作，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

题，最终建成了我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世界最大的射电望

远镜 FAST。任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仪器设备的研发都要

克服千难万阻，通过自主创新解决无数难题，才能最终研发

成功，以此鼓励学生要保持对专业的热情，学习老一辈科学

家的奉献和创新精神，并引导学生从所学电子类专业出发，

调研国家大型电子仪器设备的需求和短板，投身于电子仪器

相关设备的自主研发中，勇于担负起建设工业强国的重任。

在讲授基于集成运算放大器实现基本放大电路实验时，

可结合龙芯三号芯片研发历程，向学生讲述“中国龙芯之母”

黄令仪的造芯故事。面对国外对我国芯片技术封锁的严峻形

势和我国无芯的困局，高龄的黄令仪依然投入对国产芯片的

研发中。她带领团队，不畏专业难题，攻坚克难，最终实现

了我国通用集成电路芯片从无到有。由该团队研发的龙芯三

号还被应用到我国的战斗机歼 -20 和北斗卫星上，推动了我

国国防和卫星导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结合当前国外对我国

芯片和半导体仪器设备的禁运形势，作为与集成电路和半导

体技术密切相关的专业人才，鼓励学生树立科技报国远大志

向，潜心专业领域，钻研卡脖子技术，突破技术瓶颈，形成

自主核心技术，推动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产业实现长足

发展。

3.2 人工智能赋能，创新教学方法
人工智能作为服务国家教育战略的新兴技术，正在深

度融入教育领域，成为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工具，尤其是人

工智能生成文本（AIGC）技术。在电子技术实验课程中，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提升教

学质量和效率，为课程思政提供新的路径。

课程大纲和教案编写方面，借助 AIGC 技术预设思政

育人目标，结合知识图谱，构建智能化课程大纲和教案框架。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教师对智能生

成的课程大纲和教案进行思政深加工。同时利用 AI 大数据

学情分析，将社会热点问题嵌入课堂讨论环节，并联系国家

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设置实验内容，最终编写涵盖知识图谱

和思政元素的课程大纲和教案。这种模式既保证了教学设计

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又有效落实了“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

课堂教学方面，借助 AIGC 技术将传统的师生关系转

变为“师 - 机 - 生”协同关系，并将演示幻灯片结合视频的

简单场景转换为沉浸式、交互式场景，将无差别讲授转变为

个性化导学。依托智能分析系统可实时反馈实验数据，既激

发学生探究式学习的主动性，又引导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

态度。此外，融合我国科技发展的思政实践案例也可通过

AIGC 技术定向生成，在提升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厚植科技

报国情怀。在人机共融中，强化教师的育人主导作用，深化

学生的技术认知与责任意识，从而构建“教学相长”的教育

新生态。

实验报告方面，借助 AIGC 技术生成覆盖知识图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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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内容，不仅覆盖实验原理、操作流程和数据分析过

程，还包括实验心得体会。实验报告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总结，

而成为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分

析实验数据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科学态度，通过

讨论实验方法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通过撰写心

得体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完成实验的同时，学

生能够结合自身感悟，思考专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实现专业知识学习与

思政素养提升的有机融合。

4 教育强国背景下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思政的
效果评价

依托教育强国战略，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目标，电子技

术实验课程通过思政元素融入和人工智能赋能，进行课程思

政实践。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作为过程监督的重要环节，为

课程思政优化和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反馈路径。思政效果可

通过主动评价、被动评价和第三方评价三个维度开展多元

评价。

4.1 主动评价： 教师为评价主体，学生为评价对象
主动评价是以学生为评价对象，教师为评价主体，通

过建立多元素评价体系，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思政教

育成果。首先，从专业知识层面，评价学生对电子技术实

验内容的掌握程度，包括实验操作技能与理论知识应用能力

等；其次，从课前预习、课上思考与课后实验报告心得等方

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重点关注学生是否能

够主动思考和深入探究；最后，从分工合作和创新性等方面，

评价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这种评价方式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主观能动性，有效落实“全面育人”

的教育理念。

4.2 被动评价：学生为评价主体，教师为评价对象
被动评价是以教师为评价对象，学生为评价主体，通

过期中评价和期末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察教师课程思

政实践的效果。教师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方面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能力如何，是否能够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元素的内涵，是

否能够将其有机融入教学设计和实践过程中；教师在引导学

生树立家国情怀方面的表现如何，是否通过案例教学和实践

教学等方式，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教育价值；教师

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方面的成效如何，是否通过

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实事求是、追求

真理的科学态度。这种评价方式有助于教师不断优化课程思

政实施策略，持续提升教学效果。

4.3 第三方评价：校级督导专家评价
在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中，教师与学生

的双主体评价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为构建科学评价机制，可

引入校级督导专家第三方评价体系，通过专业化听课评课实

现课程思政效果的客观评价。督导专家评价可围绕“教”与

“学”两个维度展开。在教师教学层面，构建教学态度、内

容和方法的三维评价标准。教师是否秉持严谨负责的教风，

以饱满的教学热情践行“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课程是

否有机融入专业相关前沿案例，能否将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等思政要素自然渗透于实验课程的知识图谱中；教师是否通

过问题导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电路调试等实践

环节中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在学生学习层面，构建基础、

能力、协作和价值的四维评价标准。基础维度考查实验原理

掌握程度与课堂参与度；能力维度关注实验过程中的问题发

现与机理探究深度；协作维度评估团队分工合理性与协同创

新能力；价值维度考察学生是否形成对“卡脖子”技术攻关

的深刻认知，是否树立起科技报国志向。此外，还可建立督

导评价数据库，运用大数据技术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

识的融合规律。这种评价方式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和“三全

育人”的教育理念。

5 结语

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驱动下，课程思政是培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和立德树人的必要环节。本文以

电子技术实验课程为思政研究对象，从课程思政的重要意

义、实施路径和效果评价等方面对教育强国背景下电子技术

实验课程思政进行探索与实践。通过挖掘思政元素融入课程

教学，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创新教学方法，构建多维度评价体

系检验思政效果，从而培养学生成长为兼具创新能力与社会

责任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人才，助力实现教育强国的

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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