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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路理论》课程作为电气类专业的学类核心课，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

用。本文根据《电路理论》课程的特点，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中，提升学生的工程师使命感、责任感，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电气类人才的全面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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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路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从 2016 年底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习总书记

在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各门类专业课程

中引进课程思政就是大势所趋。教师在申报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时在课程思政方面也被提出明确的要求。从 2020 年起，我校

要求每门课程都要制定“OBE”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和教案中

都必须考虑加入课程思政内容。为了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在我们高校各专业课程中引入课

程思政就非常迫切及必要。

《电路理论》课程是我校电气自动化大类学生必修的学类

核心课，该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处的是打基础的重要

地位，也是本院电气工程硕士专业考研的科目之一。本课程的

目的旨在于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理论的“三基”：电

路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通过同步开设

的实验环节，使学生认识基本的仪器仪表，掌握电路的实验方

法，获取基本的实验技能，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后续

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该课程安排在本科生入

校的第二和第四学期，第三学期是小学期，小学期一般安排的

是重修班课程或者各类实习、实验、课程设计等实践类课程。

在新工科下“OBE”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课程思政贯穿

各门课程教学始终。为此，如何根据电路理论课程特点，全方

位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涉及三观、职业道德素养、心理健康、科

学精神等德育元素，将思政教育自然而然融入到教育教学全过

程，成为全体高校教师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二、电路课程如何引入课程思政

高校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寻找适当的思政切入点是关键，

否则就会落入课程、思政两张皮的俗套。为避免“两张皮”现

象，让思政教育能够巧妙、不生硬、衔接自然的方式渗透到专

业课教学过程中，首先要仔细梳理电路理论课程中的各章节教

学内容和重要知识点，发掘课程自身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

将“电路知识点”和“思政教育元素”等内容综合起来，建立

课程思政案例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邱关源主编的《电

路》（第五版）是我校电气自动化类专业学生使用多年的教材，

授课内容包括直流电路、交流电路、运放电路、拉氏变换法、

二端口网络、动态电路、耦合电感电路、谐振电路、三相电路

等的分析。根据授课章节知识点建立思政融入案例表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路课程思政引入表

章节 可融入的课程思政内容

绪论

通过介绍我国古代电学方面的记载，培养学生

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适时激发学生对祖国

前途命运的责任感；讲课程与生活、其他课程

和未来研究间的关联性，体现专业学习是系统

性、循序渐进的；讲学科前沿，体现科教报

国的精神和思想。

第 1 章

电路模型

和电路定

律

a. 在“电路模型及基本物理量，认识电路元

件”这一章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电的

发现、爱迪生与灯泡、发电机的诞生等人类发

明创造方面的故事视频，让学生从中感受到科

技发明创造对提高人类社会生活质量和社会发

展起了重大作用，引导学生树立为建设科技强

国而发愤读书的理想。

b. 任课教师要尽快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努力

提高学生政治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引导

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的理念。——“师傅领进

门，修行靠自身”。

c. 针对“基尔霍夫定律，通过定律满足条件的

演绎推理过程”这一教学要点，让学生从中感

悟到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要脚踏实地、诚信做

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 2 章

电阻电路

的等效变

换

a. 化繁为简，是生活的哲学。很多人活着活着

就复杂了，人世间的烦恼多是庸人自扰，为人

减负，懂得取舍，化简自己的生活，才能快乐

生活。在此可以引入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b. 电路等效化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简化计

算。可引入思政元素——掌握等效算法、设计

人生算法、实现中国梦。论证时可引用如下实

例：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算法；2017

年 11 月 13 日，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 · 太湖

之光”和“天河二号”凭借浮点运算速度分别

为每秒 9.3 亿亿次和每秒 3.39 亿亿次的超级

运算速度连续第 4 次分列全球超级计算机冠

亚军；人生算法——领导人论青年（习总书记

青年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志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第 3 章

电阻电路

的一般分

析

a. 图与数学有对应性，图论是拓扑学的一个分

支。网络图论为计算机分析、设计大规模电路

提供了严密的数学基础以及系统化的表达方

式。引导学生一定要重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

如何建立起高楼大厦。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行

稳致远，进而有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细流无以成江河。

b. 运用辩证法思想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

育，适时教育学生要辩证地看待人生矛盾，同

一问题往往有各种解决方法，遇事不钻牛角

尖，辩证地对待人生环境，学会缓解压力，积

极乐观对待各种事情，拥有健康的心理。

第 4 章

电路定理

a. 渗透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全面学习的理念—— 

“多见者博，多闻者智”。

b. 电路中有各种定理原理，生活中有各种法律

法规，引导学生要遵守规章制度，不做违法乱

纪的事，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 5 章

含有运算

放大器的

电阻电路

运放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外出现，用

于模拟计算机中实现加减乘除等一些基本运算

功能，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运放的应用日益

广泛，比如应用在自动测试装置、汽车传感

器、视频和图像计算机板卡、航空运输控制系

统等领域。通过学习运放的发展史，强化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勉励学生树立创新学习的

理念，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 

第 6 章

储能元件

本章主要介绍两类理想电路储能元件：电感与

电容。用辩证法的否定观来分析储能元件在电

路中的作用，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事物发展的新

方向，坚持量变与质变相统一，做到创新从基

础做起，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

第 7 章

动态电路

分析

a. 个人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正确

看待挫折与不顺，需要激发内生动力，不断调

整自我。

b. 从一阶、二阶电路的公式推导可以看出老知

识解决新问题。本章采用时域分析中的经典

法，需要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知识，强化对基础

的理解和应用，瞻前顾后、融会贯通。厚基础

也是适应“新工科”的要求。

第 8 章

相量法

在一个域内的一个困难问题，将问题变换到另

一个域可能会有简单的处理方式方法 -- 变换域

法（相量法），引导学生遇事要会变通，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 9 章

正弦稳态

电路的分

析

在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中，电量不仅有有点和

没点的区别，还有大小写的区别，特别注意书

写时不同的写法对应有不同的含义，培养学生

严谨的科学态度，细致的工作作风，树立高标

准的工匠精神。

第 10 章

含有耦合

电感的电

路

a. 善于挖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相，需要个人

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换角度考虑问题。

b.“相似性”引导我们很快地认识事物，研究

问题。理想变压器是实际变压器的理想化，在

误差允许范围内，可使变压器分析简化。　

第 11 章

电路的频

率响应

这一章重点就是谐振。谐振现象在无线电和电

工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研究电路中的谐振现

象有重要实际意义，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立体关联，知行合一。

第 12 章

三相电路

a. 抓住已有理论的关键点，将新问题转化成老

问题，解决方案自然就有了。比如我们生活中

碰到的照明系统一般是不对称的，如果三相电

路不对称能不能利用老知识解决新问题、发现

新规律或结论？引导学生学习要善于思考和总

结。

b. 数学理论在工程上如何落地？引导学生实现

知识的升华，培养学生工程技术核心素养，提

高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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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线性动态

电路的复

频域分析

新问题仍然用老办法解决。比如应用拉普拉斯

变换法分析线性电路时，对运算电路列方程的

方法仍然是应用之前学过的各种分析方法，比

如结点法、网孔法等等，引导学生体会思维灵

活多变所带来的好处，进而类比到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时，知识是“死”的，但学会之后一定

要能把它用“活”，否则，这些知识就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

第 16 章

二端口网

络

等效的思想在二端口网络分析中贯穿始终。面

对一个复杂二端口网络电路，如果我们只关心

其与外界电压电流交互的情况，这时二端口网

络参数就能很好地描述交互的规律。抓住复杂

事物的核心本质，去繁从简、格物致知。

根据资源的类型，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示于表 2。

表 2　电路课程思政资源类型及实现目标

类型 内容 实现目标

人物事迹

教材及参考资料中出

现的著名人物

科学精神，工匠精

神，创新精神，学

习热情和奋斗精神

故事
与专业及行业相关的

故事

工匠精神，爱国敬

业，正确世界观等

时政

涉及专业知识，或可

类比的要闻

树 立 正 确 价 值 观，

培养民族自信及爱

国热情

人文素养
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发

展、环境、伦理等

社会责任感，人文

素养，心理健康等

三、结语

本文针对课程思政，以邱关源电路教材为例，初步分析了

电路的课程内容和可融入的思政教育环节，可为电路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一定的借鉴。通过电路理论发展简

史的学习，弘扬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学生的“四个自

信”。通过电路分析方法、电路定理的学习以及电路实验的动

手实践，培养工科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工程思维，

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工程师使命感，实现本课程的思政目

标。我始终认为，在课程思政方面，身教大于言传。试想一

下，一个经常上课迟到，对待问题马马虎虎、消极逃避的教师

又怎么能培养出严谨求实的学生？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教育家马君武先生是我校第一任校长，他曾说过“集世

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为实现马先生的美好愿景，我校

广大教师当立德树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培养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参考文献

[1]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层面 [N]. 人民日报，2016-12-09.

[2] 于歆杰 . 理工科核心课中的课程思政：为什么做与怎么做

[J]. 中国大学教学，2019（09）:56-60.

[3 冉慧娟，谢庆，葛玉敏 . 新冠肺炎疫情下电路课程思政案例

构建及教学实践初探 [J]. 教育观察，2020（09）：119-121.

[4] 効迎春，王国伟，宿忠娥，董向成，董洁 . 电路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9（10）：82-84.

[5] 丁 冲，杨文荣 .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下的“电路”课程教学

改革 [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9（41）：69-72.

[6] 夏莹 . 融入思政元素的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教学研究——以电

路基础课程为例 [J]. 现代德育，2020（05）：87-88

[7] 张国祥，张昊，朱建伟，闫轲，孙国亮 . 《电工技术》课程

思政建设研究 [J]. 中国设备工程，2020（01）：178-179

社
会
热
点

2022年第11期

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