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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rnet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more and mor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are required. This part of the talent is not only required to have a strong professional ability, but also need to have a certain sense 
of excellence,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Therefore, in the modern 
personnel training work, the relevant schools should organically coordinate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the training 
mod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to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tudents. Through well-designed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ideological guidance, we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inject correct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y, 
shape well-develope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ale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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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现代化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这部分人才具备较强的专业能
力，还需要有一定的精益求精意识，促进电子信息工程行业的稳定发展。因此，相关学校在现代化人才培养工作中，要将
课程思政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有机协调，开拓学生的发展前景。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结构和思想引领，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同时，注入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责任感，塑造全面发展的电子信息工程人才，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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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 +”背景下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中，

融入课程思政，有助于提高现代化的育人水平，为学生高效

率学习提供重要的基础，因此相关学校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关键环节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并且迎合“互联网 +”

时代的发展方向，逐步提高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效

果，凸显现代化的教育思路。

2 “互联网 +”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的价值

在当前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互联网 + 的浪潮席卷而

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作为一个涉及前沿科技领域的重要学

科，其教学在价值观引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肩负着重大的

使命。在这一变革时代下，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中包含的价值变得更加重要。

首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价值体现在对

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引导。当今科技发展

迅速，学生常常容易重视专业知识学习而忽略人生道德修

养，通过思政教育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科技发展和社会责

任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视社会效益

和人文关怀 [1]。在课程思政中，追求的不只是技术的前沿，

更重要的是，希望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整合到日常工作中，

从而促进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进步。

其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价值体现在对

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上。电子信息工程作为技术

密集型学科，需要学生有较好的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而思

政教学在向学生灌输正确思想观念时，还能激发学生的灵感

与创意。通过思辨性思政教学能够让学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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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考察问题，形成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使其能够在

今后的研究和工作中崭露头角。

最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价值体现在对

学生情感态度与社会责任感的塑造，科技创新不只是一种理

性活动，它还要求学生要有刚正不阿的性格与高尚情操。在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中开展思政教学，有助于学生树立正

确的社会情感态度以及培养学生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之情，

并激发其社会责任感以及担当精神。当今时代，科技发展迅

速，培养既懂得科技，又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子信息工程人才

变得非常重要。

3 在“互联网 +”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的思政教学面临的问题

3.1 思政教育资源不足
所谓思政教育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教育当中

是极其重要的，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促进综合素质的发展，但是在电子信息工程这门专业

课程当中思政教育资源显得比较缺乏 [2]。从教学内容上看，

原有思政教育资源没有很好地融合到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程当中，没有和技术知识进行有机融合，造成了学生专业知

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鸿沟。同时，思政教育资源更新不够及

时，在时代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学生所接触的信息也变得更

加丰富，而传统教育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其需要。

由于思政教育资源匮乏，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在接

受专业知识时，常常缺少对社会、人文和伦理的深入思考，

这样不仅会影响其综合素质提升，还会使其今后的工作产生

偏差，使其不能很好地与社会接轨，不能胜任复杂而多变的

环境。

3.2 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不够完善
课程思政教学作为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其目的

是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人文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但是，

在教学领域却暴露出了明显的不足，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

技术知识灌输，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教师常

常把课程思政单纯视为填鸭式灌输或者书本知识，创新性、

启发性不强。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还存在着教学手段简单，教学内容

抽象，当前教学方法通常为传统讲授，讲解模式，互动性不

强，趣味性不浓，很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此同时，一些

课程思政内容太过抽象、空泛，缺少结合电子信息工程实际

的具体事例和例子，使得学生很难把所学理论知识同实际工

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影响到学生对于思政教育的接受

程度和理解能力。另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不完善也体现为

评价体系不完善和师生互动不足，缺乏科学合理评价体系易

使教师关注学生表面表现，忽视其内在思想政治素养发展。

与此同时，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略显生涩，缺少诚挚的交流与

沟通，从而影响学生对于思政教育工作的情感与理解。

4 在“互联网 +”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课程中思政教学的有效方法

4.1 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
在当前的“互联网 +”环境中，如何在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的思政课程中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

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对教学方

法进行创新与完善，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还

能激发其内在创造力与工匠精神 [3]。

首先，重视实践教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离不开理论

知识学习，但是实践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体会知识的运用

与价值，通过各种方式，如实验课程、实地考察和项目实践，

鼓励学生亲身参与和实际操作，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和问题解决能力，这也是培育工匠精神的关键路径。

其次，重视团队合作，现代科技的发展依赖于团队的

配合与协作，而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的学生更是需要有很好

的团队合作。以课程设计和实验项目为载体，使学生分工合

作，共同克服困难，培养其团队协作意识与沟通能力是塑造

学生工匠精神的关键。另外，还应重视创新思维，电子信息

工程这一领域富有创新精神，要求学生有敏锐的观察力、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能力，要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考虑

问题，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创新发展独立思考能力与创造力，

以激发学生工匠精神。

最后，强调情感教育，工匠精神不仅表现为一种技术

追求，还表现为对劳动的喜爱与坚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

用心去对待每位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电子信息工程的积极性

与兴趣，并引导学生珍惜学习到的每个知识点，由此培养学

生对于职业的感情认同与责任感，这对于塑造学生工匠精神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的“互联网 +”背景下，更加需要培育一群具

备工匠精神的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的人才，不只是技术能力出

众，更应拥有独立思考、团队协作和创新思维的才华。通过

创新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既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发展和革新。

4.2 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在当前的“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这一

专业正在迅速崛起，而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已经变得尤为关

键，而思政教学也就成了这一背景下提升学生职业能力最重

要的手段之一，如何将思政教学融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

当中，发展学生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已经成为教师需要考虑

的一个重要问题 [4]。

例如，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重视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和优化，在科学技术快速发

展的时代，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知识更新快，热点层出不穷。

教师要与时俱进，根据行业最新动向更新课程内容以满足实

际需要。基于此，要以思政教学为手段，带领学生正确认识

行业发展动向，激发求知欲与学习热情。之后教师要重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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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属于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领域，

其理论知识也只能在实践中得到巩固与应用，所以在课程设

置上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能够通过动手操作和实验

实践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与掌握。这样，既能增强学生

动手能力，又能培养其团队合作意识与创新能力，从而为其

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思政教学时教师需

要重视对学生职业规划意识的引导，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

梁之材，其职业规划的好坏会直接关系着学生自身发展的方

向以及社会进步的速度，教师可通过案例分析和就业政策解

读，带领学生认识各行业发展前景及就业形势，启发学生树

立正确职业观念并形成良好职业素养。与此同时，教师还要

在学生当中建立起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激励学生努力工作，精益求精，从而为社会发展奉献智慧与

力量。

4.3 跨学科知识的整合
在当前的“互联网 +”环境中，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不

仅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技术水平，同时也更加强调思想政治教

育的整合。跨学科知识融合教学已经成为当前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主要发展趋势，它给学生带来更加综

合的知识视野与思维方式，该教学方法既能扩展学生认知领

域，又能促进各学科间交叉互动，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与创新

思维 [5]。就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而言，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

科技发展也非常迅速，为了能够紧跟趋势，就要求学生必须

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广博的综合能力，于是跨学科的知

识融合教学出现了。教师可通过多元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

的设计，使不同科目知识点之间联系、串联，从而构成一个

知识网络，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专业知识时，能与其他学科领

域知识有机联系，开拓思维空间。例如，将哲学、文学、经

济学等跨学科知识引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中，能够使学

生对科技发展有一个不同视角的了解与认识，培养更具创新

意识，综合思考能力。

跨学科知识融合教学并不只止于课堂，而是表现为实

践。学生通过参与跨学科的团队项目、实验和其他活动，能

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一实践性较

强的教学方法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锻炼其动手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从而为今后职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将跨学科知识融合教学方法应用于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既有利于丰富学生知识结构、促进综

合能力发展，又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与社会责任感。通过整

合跨学科知识，使学生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技术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承担未来社会的发展任务。

4.4 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
在“互联网 +”背景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一种

创新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

在这充满活力与变化的年代里，如何将线上与线下教学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已成为当今教育领域一个急需讨论与改进的

课题。

例如，线上与线下混合式教学给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多样教学方式，学生可通过

线上平台查阅课程资料，观看教学视频并在线讨论交流，不

受时空限制，全面掌握已学内容。与此同时，线上线下课堂

教学更加强调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地交流互动，增进了学生思

想上的碰撞和沟通，深化了教师和学生情感上的沟通。线上

与线下混合式教学给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思政教学带来更加

广阔的资源支持，教师可通过网络平台约请业内专家在线授

课，带领学生了解专业领域的最新动向；同时学生还能借助

线上资源扩大学习视野、提高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并且线

下实践环节有助于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项目当中

去，形成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5 结语

在“互联网 +”背景下，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较为突出，因此，相关学校要把握时

代的发展机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为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必备的支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使学生能够树立清晰的学习目标，提高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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