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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urriculum carries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ideology and politics reside in the curriculum”,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for basic course of engineering specialty are carried out. Starting from the course 
“Circuit Fundamentals” in the field of robotics engineering, we adhere to a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deeply explore and polis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s in the 
course with clear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in moral cultiv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echnological literac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other aspects. Using a diversified blended learning model of “online+offline” and 
“pre class+in class+post class”, we aim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guide them to transfer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Build a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akes the entire learning process as the leading factor and consid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stimulating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and achieving an organic 
unity betwee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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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原则，开展工科专业基础课思政教学的改革与探索。以机器人工程专业课程
“电路基础”为切入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入挖掘、打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课程中隐含的思政教育功能和明确
的专业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科技素养、文化自信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运用“线上+线
下”“课前+课中+课后”的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完成知识技能的迁移，将思政教育融入
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之中。构建以学习全过程为主导，兼顾思政育人效果的课程评价体系，强调学习的过程性、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能力培养与价值引导得到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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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梳理

专业课课程内容，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

念，深入挖掘和感悟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融入课程教学

中，达到如盐入水、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以课程为载体，

注入思政理论与教育，突出育人功能及价值取向 [2]。

工科专业基础课知识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 [3]。以电路基础课程为例，

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开设的

一门学科大类必修课程。该阶段的学生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

能力和理工科基础思维 [4]，具备学习电路基础课程知识的能

力，但自我管理和自学能力缺乏，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出勤

率较低，学习意愿不强烈，学习效果较差。目前，该课程教

学内容建设较为完善，但在实施思政育人功能方面尚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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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为培养学生在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科技素养、文化

自信等方面具有全面的综合素质，将隐性的课程思政教育和

显性的专业知识学习相统一 [5]，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充

实教育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融入课程中，从而

满足新时代教学改革的要求。

2�工科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2.1�思政教育融入缺乏系统性
不少专业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不擅长

思想教育工作。大部分工科专业基础课课堂讲授重知识传

递，轻价值塑造，虽然部分内容加入了思政元素，但往往缺

乏系统性、结构性设计，在教学中未能以专业知识为切入点，

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分离，难以实现深度融合。学生缺乏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并且缺乏强有力的精神驱动力

以促使自己主动学习。因此，需要对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点

进行认真挖掘和打磨，拒绝拼贴式、叠加式地机械化思政

教育。

2.2�思政教育教学模式单一
穿插科学家事迹是很多工科专业基础课融入思政教育

所采用的方式。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得思政教育内容较为

表面，未能充分将科学思维方法、人生道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及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等内容融入课程教学中。

参与式教学可使学习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取得

最好的学习效果。因此，如何多角度、多层次地将思政教育

融入课程中，贯穿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培养的全过程，有效

提高教师的授课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教学改革的主要

任务。

2.3�思政教育成效评测困难
教学评价是各学科、各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培

养高素质人才需要建立完善的课程考核体系。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宏观抽象，多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塑造范畴，与评价学

生的知识、能力有所不同。现有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是面向“知识和能力导向型”评价目标而构建的，缺乏可

以有效具象量化的评价指标，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综上，基于工科专业基础课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思政元素挖掘、教学模式创新和考核机制完善等方面出

发，以电路基础课程为切入点，探索课程思政视域下工科专

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方法，以期构成较为完善的课程思政教

学体系，有效提升工科类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3�工科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教育实施方案

3.1�挖掘思政元素�课程思政教育平台构建
课程思政视域下工科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第一步是

挖掘和打磨课程隐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并逐步构建课程思政

教育平台。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进一步优化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供给，从课程特色、专业知识点、职业

素养、国际国内时事等入手，着重围绕政治意识、家国情怀、

使命担当、科学思维方法、工匠精神、人文素养等，加强对

课堂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入。

以电路基础课程为例，挖掘和打磨各章节的思政元素如

下：①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的相关思政元素。突出基础知识

的重要性，分析电路模型和实际电路，培养科学素养，增强

专业技能；讲授基尔霍夫定律专业知识时，介绍科学家基尔

霍夫的成长历程，引导学生学习榜样的力量，感受科学探索

精神，培养当代大学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人格品质。②

电阻电路分析的相关思政元素。通过学习电路的各种分析方

法，即等效变换法、支路电流法、回路（网孔）电流法和节

点电压法等，引导学生从问题的表象去发现深层本质及规律，

培养科学方法论和创新意识；通过学习各种电路定理以及定

理之间的知识迁移，提高学生分析能力，进行高阶性培养。

③动态电路分析的相关思政元素。通过相关案例展示动态电

路的原理和分析方法，鼓励学生自主探索；一阶电路暂态分

析的三要素法可以将复杂的数学求解过程简化为初始值、稳

态值和时间常数三个要素的求解，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

和归纳总结的能力。④正弦稳态电路分析的相关思政元素。

自幼残疾的电气工程师施泰因梅茨提出的相量法解决了正弦

稳态电路求解的难题，通过工程师不畏艰难和严谨治学的事

迹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统一；

在三相电路内容中引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新能源技术，激

发学生科技报国的责任担当，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2�创新教学模式�课程思政教育课内外融合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力，可以充分利用

各种教育资源，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媒介和教学策略，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运用“线上 + 线下”“课前 + 课中 +

课后”的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利用线上平台，辅助线下教学，

在课前、课中、课后设计丰富的教学环节，以求多层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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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地融入思政教育，如图 1 所示。

课中

思政教育 知识讲授 章节测试

反馈评价 突破难点 知识巩固

课前

布置思政任务 更新课程资源

在线学习参与讨论

翻转课堂教学

线上

线下

线上

课后

知识技能迁移 交流分享

总结心得

图 1�课程思政视域下多元混合教学模式

课前通过线上平台发布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自学任务，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中采用翻转课堂鼓励学生积

极思考，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同时结合构建好的课程思

政平台实施思政教育；课后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迁移能

力，获取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学习方法的交流分享状态。当

遇到问题时鼓励学生多进行组内、组间讨论，从而促进学生

之间的互帮互助，培养团结协作精神。

以电路基础课程中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小节为例：

①课前：布置思政任务，观看基尔霍夫科学家简介视频，

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坚持不懈、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②课中：按照“导入—前测—教学—后测—总结—思考”

时间节点进行课程设计。导入：复习欧姆定律，强调电压和

电流参考方向关联与非关联时公式正负号问题，培养学生严

谨的科学态度。前测：引入计算电路中电流的例题和灯泡实

验，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教学：讲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内容和推广，学生能够举一

反三，开拓思路，进行高阶性培养。后测：翻转课堂，以学

生为主体，学生计算例题电路中的电流并讲解解题思路，学

以致用；分组讨论灯泡实验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进行阐述，体

现创新性和实证主义思想。总结：分析教学重点、难点，抓

主要矛盾。思考：探索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③课后：做好课堂笔记、拓展训练，分享学习方法，

并布置预习任务：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引导学生合理规划学

习时间，及时总结、反思，做事有始有终。

3.3�完善考核机制�课程思政教育多元反馈
结合多元混合教学模式改革，健全以学习全过程为主

导，形成兼顾思政育人效果的工科专业基础课课程考核评价

体系。

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所构成。平时成

绩构成中一部分体现在思政教育上，其中，线上平时成绩主

要包括思政任务和视频学习的完成度以及交流分享的参与

度；线下平时成绩包括思政反馈、课堂表现以及课堂测试。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多维度、全过程对课程的考核及反馈不

仅突出学习的过程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

且能实时获取学生的学习效果，做出及时的教学内容调整和

教学模式创新。

以电路基础课程为例，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40%）

和期末考试成绩（60%）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包括线上平

时成绩，思政任务（5%）+ 视频学习（5%）+ 交流分享（5%）

和线下平时成绩，思政反馈（5%）+ 课堂表现（10%）+ 课

堂测试（10%）。不同专业基础课可调整考核点的权重，以

求真实、及时、客观、全面地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做出诊

断，为下一步调整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4�结语

①有针对性地在引导学生接受工科专业基础知识的同

时，将思政元素多层次、多角度地融入课程教学，锻炼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工程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构建课程思政教育平台，使课程思政内容更精进。

②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实现工科基础课程思政教育

课内外融合；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不断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从而提

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③针对思政目标宏观抽象难以量化评测的现象，构建

教学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规范课程思政教学，解决教学成效

评测难的问题，从而推动工科专业基础课与思政课同向同

行，提升课程思政教育的引领力，为工科专业基础课教学改

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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