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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模拟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综合运用电路理论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组通过深挖思政元素、构建思政教育资源库、整合课程内容、实施多元教学策略，将工程素

养与职业道德培养、社会责任感与爱国精神培育有效融入日常教学中，实现了能力进阶、德业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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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urse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theory and basic 

skills of analog circuit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circuit theory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By digging deep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struc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 library,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implementing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course team effectively integrates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triotism into 

daily teaching, and achieves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 of advanced ability and moral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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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贵州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承载着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重任。《模

拟电子技术》课程是本专业的核心基础课，通过学习掌握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常用有源电子器件的基本概念，以及由此

衍生出来的应用电路的分析方法与工作原理，将行业动态、研究热点和时事焦点等思政要素融入教学，通过多元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实践创新能力。

一、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致力于全面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

职业道德、团队协作能力、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以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

（一）工程素养与职业道德培养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模拟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

和技能，还要了解并遵守电子行业的基本规范和职业要求 [1]。为

此，课程将引入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并通过案例分析，让

学生认识到职业道德在工程实践中的重要性。

（二）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在课程的实践活动中，鼓励学生与他人合作，学会发挥自己

的优势、尊重他人并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小组合作学习

的方式锻炼学生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从而提升团队协作精神。这

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成功，也为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中打下良好的基础 [2]。

（三）社会责任感与爱国精神培育

通过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引导学生通过专业视角了解

电子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树立科技报国的宏伟目标；结

合国家发展和科技进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

求相结合，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通过讲座、研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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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科技报国意识 [3]。

二、课程思政的建设方向和建设重点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面向本科二年级学生，每期授课人数约120

人，课程思政建设作为本门课程的一项重要任务，团队明确了其

建设方向和建设重点，具体如下：

（一）建设方向

1.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通过课堂观摩、讨论等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理论与实践

的关联性。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使其能

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理解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意义 [4]。

2.专业视角的项目实施

课程组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将思政主线自然地融入知识体

系 [5]。学生在正确分析和应用晶体管等电子元件的过程中，能够

以专业视角进行项目选题和实施，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建设重点

1.案例甄选与思政要素提炼

课程组将重点甄选优秀的企业案例和跨学科的典型案例，从

这些案例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思政要素 [6]。这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

容，也能够引导学生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教学设计的规范化

进行规范有效的教学设计是课程组的另一重点。通过精心设

计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确保教学活动能够系统地传递知识，

同时达成思政教育的目标 [7]。

三、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与实施

（一）构建坚实的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库

在新工科教育的“四新”建设中，提升国家的科技硬实力是

我们的长期目标。但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时，我们常遭遇元素匮

乏、融合生硬、效果不显著的难题。经过课程组的深入探索，我

们认识到，要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效结合，关键在于深入理

解学生的兴趣点及其在生活和学习中关注的焦点。以华为为例，

作为国内通信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在产品创新、服务质量、技术

标准等方面都具有引领作用 [8]。我们课程组将华为的企业网站视

为一个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库，精心挑选出既能激发学生兴趣，

又能体现课程核心知识的时事问题，如“新产品发布”“芯片技术

解读”“技术难题攻克”等。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引导学生深入探

究现象背后的本质，追溯知识的起源，并将其与课程相关的理论

知识相结合，最终实现教学目标的达成 [9]。

（二）整合课程内容，与思政要素有机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团队将课程知识与思政要素紧密交织，通过

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构建一个多维度、互动性强的学习环境，如

表1所示。

表1   课程内容与思政要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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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实施多样化教学策略

课程思政只有通过教学载体、教学方法，内化为专业教学过

程中的一部分，才能达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协同育人 [10]。

1.互动式教学

主讲教师课前通过生成性问题讨论的办法与学生展开互动，

一方面巩固前面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培养她们的批判性思维和

主动思考的能力 [11]。

2.信息技术融合

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借助网络平台、在线课程、虚拟

实验室和 AI等，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和满

足感 [12]。

3.个性化学习途径

从知识层面出发，课程组在教学实践环节鼓励学生通过采用

不同的电子元件和设计方案实现功能各异的电路。近三年转入我

院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每年约10—15人，针对这一情况，课程组

鼓励这部分同学利用其原有的专业背景开展跨学科的项目学习和

研究，对授课对象进行立体化安排，分层教学 [13]。

（四）课程思政教学的量化

课程组在每学期前后发放问卷，通过“专业选择原因”“是否

达成个人目标”“学习最大收获”等题目，观察学生前后变化，

进行教学反思。同时，在小组任务中重点考查学生的项目选题、

实施、合作与成效，体现其价值引领和专业素养，如图1、图2

所示。

四、课程思政建设成效

（一）教学质量评价良好

在最近一期的教学质量评价中，系统针对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教学态度、教学效果等二级评价指标，综合给出课程教学评

价98分以上，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具有挑战度、高阶性和创新性，

同行评价积极并得到广泛认可，如图3所示。

（二）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并获奖

近五年学生在“挑战杯”、互联网 +、大学生数学建模等学

科竞赛中获省级以上奖励5项；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 图1    2023年秋模电课程关于“学习目标”问卷

 

 > 图2  2023年秋模电课程关于“专业认同”问卷

 > 图3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学生评价统计表（教学系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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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

（三）课程教学模式的推广应用

主讲教师多次在学校的教学竞赛和入职培训中做课程示范

性报告，取得良好的效果。团队也将课程的教学创新模式和课

程思政实施方法推广应用在《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移动通

信》 和《MATLAB与通信仿真》《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等课 

程中。

五、课程思政的创新点

（一）能力进阶 ----满足新工科人才培养需求

通过凝练教学内容，实施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

工匠精神、团队协作、克服困难、创新思维等能力。教学内容

“多色彩搭配”，即基础知识、分析设计和高阶探究；教学模式

“多模态融合”，即采用“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协作探究和课后项

目设计”；能力培养“多阶段跨越”，即研究型学习、团队协作

和创新创业能力 [14]。

（二）德业兼修 ----实现“三全育人”

思政主线穿插知识脉络，通过甄选优秀的企业网站，融入行

业动态、研究热点、时事焦点等思政要素，规范有效地开展教学

活动，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职业道德，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三）多元评价 ----体现创新能力培养

课程评价从单一终结性评价转为多元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

评价的结合。整合的课程评价包括课程知识、创新和实践能力、

价值素养三个层面 [15]。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把课前、课中、课后

全过程教学活动贯穿起来，在学生端实现资源多样化和学习立体

化，教师端实现管理过程化和数据信息化，学生的学习活动和评

估数据均得以保留，为一体化的教学和课程终结评价提供了数据

支撑。

六、总结

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始终是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团队追求的目

标之一，我们将持续建设课程，丰富思政内涵，同时加强团队建

设，提高教学质量，最终打破课程壁垒，建设资源共享平台，为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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