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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自然，水到渠成
——浅谈思政元素与实践教学环节的有效融合

滕　菲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作者结合本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介绍了在电子技术实验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实施过程等各项环节的具体方案，

并总结了思政元素与实践教学有效融合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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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是我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供

用电技术、风力发电工程技术、光伏工程技术、热工自动化技术

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学生群体涵盖了电力、动力、新能源等方

向的大部分专业。《电子技术实验》是《电子技术》课程中重要

的实践环节，本课授课时间处于人才培养的前期，授课人数众多，

正是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设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教育教

学目标的最佳节点。

一、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巩固和加深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熟知并严格

执行实验室操作规程，掌握常用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正确

识别和使用电子元器件，掌握正确的测量及读数方法。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电子读图能力；接线、查线、故障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数据处理与图形转化能力；实验结果

的总结及报告的编写能力；工程设计和创新能力；团队协作与

沟通能力。

3、素质目标：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

同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

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

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本实验课程包含以下训练项目：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单管

低频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整流滤波电路的测试；

集成稳压电源的测试与调整；基本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组合逻辑

电路；触发器功能测试、计数器的设计应用；数字电子钟的设计（综

合实验项目）。

（二）教学方法

电子技术实验可分为演示性实验、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和仿真实验。演示性实验的主体是教师，主要用于理

论论证和观察现象；验证性实验用于巩固知识的理解，掌握基本

操作规则和方法；综合性实验注重提升运用理论原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设计性实验由学生自主设计方案并利用元器件

搭接电路实现，使学生初步接受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培养创新

能力。

（三）教学活动设计及课程思政融合点

实验室介绍及提出实验要求——在学生首次实验之前，应对

实验室功能、设备、安全操作规章加以说明，让学生了解到国家

为培养合格的技术型电力工作人员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同时

学院为了学生就业后快速投入岗位，与时俱进更新实验实训设备，

从而激发学生爱学校、爱行业、爱国家的深厚情感，进而形成好

学上进的动力。

实验小组的划分——每个实验台通常有 3 名学生同组操作，

按照进入实验室的先后顺序随机划分实验小组，不以个人亲疏喜

好为依据，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和谐相处、良好沟通、默契合作

的能力。同时，让每组成员明确责任，备线、接线、监督、核查

各有分工，从而加深理解《电业安全操作规程》及《电工安全技

术操作规程》等行业规程中的重要条款：电工带电作业时，必须

要有两人以上，不允许单人作业，以保障作业过程中的安全。

实验前的原理回顾——针对有些学生对实际操作感兴趣却不

爱学习理论知识的特点，着重说明电力行业对安全性有极高的要

求，而理论知识不扎实就进入现场操作，对人身、设备都会造成

极大的危险隐患，从而让学生端正态度，从入学初期就逐步培养

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完成实验任务——在从原理图转换为实际接线的过程中，训

练快速识别元器件、准确判断管脚极性、正确而有序地连接电路

等操作能力；读取数据、记录波形地过程中，培养实事求是，细

致严谨的工作作风。

分析数据，总结报告——验证理论原理知识，同时发现理论

与实际的差距，日后在工作中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而不是纸上谈兵。

实验后的讨论与反思——每组成员对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表

现及任务完成度做出自评和互评，找出优势和不足，有利于小组

凝聚力的形成和后续实验的顺利完成。同时，探讨电路完善或升

级改造的可行性，拓展思维，培养学生善于思考、钻研创新的职

业素养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以《单相桥式整流滤波电路的测试》这一实验项目为例，该

实验有两个子任务模块：一是整流电路的波形及参数测试，二是

滤波电路的波形及参数测试。实验电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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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相桥式整流滤波电路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电源变压器二

次侧电压有效值是多少？”同学们根据实验台挂箱上标注的参数

纷纷回答“14V”。老师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那么整流之后负

载上得到的电压平均值应该是多少？”同学们按照公式计算后得

到答案：“6.3V。”“好，请同学们实际测量一下。”结果，同

学们的实测值大小不一，为什么会这样，老师发起了小组讨论，

同学们各抒己见：设备不同、元器件差异、随机误差……老师提

议同学们测一下电源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压，结果，大多数实验

设备的实测值都不是 14V，最高达到了 15.1V。同学们切实感受到

了额定参数与实际数值的区别，都表示以后到了现场绝不能想当

然，图纸上铭牌上说多少就是多少，一定要以实际测量为依据，

尊重事实，从源头分析解决问题。

在观测滤波电路输出波形时，设计了不同的电容与负载电阻的

组合，同学们观测到了波动幅度不同的纹波电压，对电容的放电时

间常数有了直观的认识。老师再次发起小组讨论，通过本次实验，

谈谈负载对电路的输出电压有什么影响？根据实测数据及示波器显

示的波形，同学们都得出了正确答案，如图 2 所示。老师进一步提

出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引申问题：电气火灾为什么常发生在夜

深人静时，明明夜间的用电量明显减少呀？这一问题引起了同学们

极大的兴趣，讨论后老师给出解释：夜间用电负荷大幅降低，导致

用户侧电压升高、绝缘老化，过电压、过电流会使绝缘破坏，线路

设备过热失控，进而发生火灾。而这也是夜班电网运行值班人员的

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调压。所以，我们的一夜好眠是由多少电业

职工在默默的守护，我们未来也将是建设国家、守护社会安宁的一

员，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端正态度，为了将来顺利进入工作岗位而

努力学习，加强实践，刻苦钻研。随后，老师将几张电业工人的工

作照发到屏幕上，如图 3 所示，并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司歌《光明

之路》转发到微信教学群里，让同学们聆听欣赏。同学们都对自己

将要从事的行业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图 2 学生在观测波形

图 3 电业工人作业实拍

四、教学总结与反思

由于实验课程教学场地的特殊性，学生会接触到各类仪器仪

表、工具器具、电路母版及挂箱，既能巩固并加深理解理论知识，

还可以了解行业标准和规范。而小到每一种元器件的更新换代、

大到每一台实验设备的研发创新、每一项技术的前沿应用，都凝

聚了几代科研学者、技术工人的心血和汗水，既能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创新意识，也能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可以说实验操作

的每个环节都能与思政元素有效契合。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更深层次地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国内国际的时事，在融入

的方式上更加自然、科学，避免生硬，要做到润物细无声，从而

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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