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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思政内容设计研究
李凤莲 1，史健芳 1，张博 1，李彦民 1，李芸 2

1. 太原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2. 太原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山西 太原  030008

如何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是保障教学效果重中之重。然而，面对新的培养体系及人才需求形式，修订后的教学大纲极大

缩减了课程学时，但课程思政内容建设必不可少，如何兼顾理论教学内容及课程思政建设内容，以保障教学质量，是

课程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在统计分析近年来有关《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思政建设及教学改革相关研究动态基

础上，说明了课程思政建设的迫切性，并主要从课程思政内容设计必要性以及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手段等方面开展研

究，着重强调如何采用以“点”到“面”的方式对课程授课内容根据重要度进行不同程度详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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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为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家国情怀人才为目标，

在学生培养环节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程观点，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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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As a core compulsory course 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undamentals of Circuit Anal-

                         ysis serves as a crucial bridge for students transitioning from foundational to specialized courses. 

                       Enhancing teaching quality is paramount to ensuring effective education. However, under the re-

                       vised syllabus—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s class hours to meet new training systems and talent 

                   demands—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remains essential. Bal-

                       ancing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to maintain teaching qual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challenge. This paper,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cent research trends in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s for Fundamentals of Circuit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content design and explore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It em-

                       phasizes a "point-to-surface" approach to prioritize and adjust teaching content based on impor-

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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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信息工程相关领域实际问题思维模式，提高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教育部于2020年5月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系统性要求。纲要强调要将思

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此背

景下，《电路分析基础》课程开展思政建设，是贯彻落实纲要精神的重要实践。通过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融合，该课

程思政建设不仅能够提升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养，更能培养兼具专业技能与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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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也有文献针对《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及思

政建设方面开展相关研究 [2]，但数量并不多。本研究基于万方、

知网和 Web of  Science三大数据库，对《电路分析基础》及其

教学方法在2010-2025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给出

了《电路分析基础》及其教学改革方法在2010-2025年的相关文

献统计分析结果。根据表1统计数据显示，万方数据库收录的教学

改革相关文献总量达68952篇，其中《电路分析基础》研究文献

132篇，占比0.191%；该主题下的教学方法研究文献36篇，占教

学改革文献总量的0.052%。中国知网收录的教学改革文献319121

篇中，《电路分析基础》的研究包括77篇（占比0.024%），其中

教学方法研究为73篇（占比0.023%）。Web of Science的数据显

示，在5095篇教学改革相关文献中，《电路分析基础》研究仅5

篇（占比0.098%），其中教学方法研究2篇，占比仅为0.039%。

当前《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呈现出多元化、

信息化与成果导向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课程改革方面，祝秋香

等 [3] 针对传统教学思政元素薄弱的问题，构建了系统化的课程思

政案例库和考评体系，将创“芯”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特点深度

融合，体现了“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

教学理念。刘钢等 [4] 提出的“闭环开放”特色教学模式，通过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性考核等创新设计，有效提升了课程挑

战度和学生成绩，为打造“金课”提供了实践范式。与此同时，

冯涛等 [5] 开发的智慧化实验教学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重构了

实验教学流程，实现了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转变，

其“三改变、三实现、三加强”特点显著提升了实验教学效率和

质量。这些研究共同反映出当前电路分析课程改革正朝着思政育

人系统化、教学模式智慧化、实践教学项目化、评价方式过程化

的方向发展，但如何实现不同改革路径与电路教学实践的有机整

合，仍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方向。

表1  《电路分析基础》及其教学改革方法在2010-2025年占比统计分析

结果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

知网 万方 Web of Science

教学改革 319121 68952 5095

《电路分析基础》 77 132 5

《电路分析基础》教学方法 73 36 2

思政教学方面，本研究基于万方、知网和 Web of Science三

大数据库，对《电路分析基础》思政教学方面在2010-2025年的

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万方数据库收录的思

政教学相关文献总量达8038篇，其中《电路分析基础》研究文

献178篇，占比2.214%。中国知网收录的思政教学文献55204篇

中，《电路分析基础》的研究包括92篇（占比0.167%）。Web of 

Science的数据显示，在6909篇思政教学相关文献中，《电路分析

基础》研究仅2篇（占比0.029%）。表2给出了《电路分析基础》

思政教学文献在2010-2025年统计分析结果。对比表1及表2结

果可知，关于《电路分析基础》思政教学相关文献在近十五年万

方数据库总的思政教学文献中占比相比教学改革方面占比有大幅

提升，从0.191%提升至2.214%，在中国知网占比从0.024%提升

至0.167%。表明了针对电路思政教学的探讨在各高校已经引起高

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效果，随着各部门及一线教师的高

度重视，有望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文献占比，达到更好的思政教

学效果。本文是课程团队多年教学经验凝练形成，希望对电路思

政课程建设达到抛砖引玉效果。

表2  《电路分析基础》及其思政教学方法在2010-2025年占比统计分析

结果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

知网 万方 Web of Science

思政教学 55204 8038 6909

《电路分析基础》 92 178 2

近年来，《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成为高等教育

研究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围绕思政元素的挖掘、融入路径、教

学设计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索 [6]。在思政元素挖掘方

面，黄瑾瑜等 [7] 强调需结合专业特点，将价值观引领融入知识与

技能培养，系统性地提炼思政元素并探索其实施路径。李鹏等 [8]

则针对电子信息等专业，提出需精准提取课程思政元素，并通过

合理的教学安排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在教学设计与

实践方面，李春晓等 [9] 以《电路分析基础》为例，探讨了思政教

学的实施路径，分析了实际执行中的问题，为后续改革提供了借

鉴。杜丽等 [10] 聚焦实验教学，在实验环节融入责任感、科研严谨

性、团队协作等思政内容，验证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同向同

行”的可行性。在教学模式创新上，何志苠等 [11] 提出“三阶 +三

层 +三主线”的混合式教学范式，结合线上线下教学，通过案例

式、讨论式、项目式教学增强思政育人效果。

基于2019版培养方案，2022版培养方案中课程学时数被缩

减，由56学时降为48学时，其中实验环节学时数为8个学时，理

论讲授为40个学时，学分为3。但课程思政内容建设是提高该专

业学生思想政治高度、使其具备责任担当能力的重要环节，是教

学中必须体现的环节，如何兼顾课程的理论教学及思政建设两方

面内容，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以获得好的教学效果，是该课程教

学中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从课程思政内容引入的必要

性及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思政内容引入必要性

（一）课程思政内容的巧妙切入可显著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通过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巧妙融合，有助于提高课程成绩，

降低不及格率及低分段人数分布。能成为一名大学生，都具备较

好的学习能力，但是不及格率却不能杜绝。主要原因在于不及格

的这部分学生多数沉迷于网络或者游戏不能自拔，如果没有合理

的思想引导机制激发其学习兴趣，这些学生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专

科教兴国战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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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落后分子，甚至最终导致肄业等不良后果。为此，除正常课

程思政环节外，课程执行过程中，通过上交作业数量汇总及质量

评价，教师可对学生进行大概分类，并在课堂着重对上交作业数

量少且质量较差学生进行随堂提问，课后采用不定期随机谈话等

方式随时关注这部分学生动态，使这部分学生意识到自己已经被

老师重点关注，因此课程中不再敢随便走神，有助于极大提高教

学效果。

（二）课程思政内容建设及更新为持续进行课程大纲修订工

作提供切入口

课程大纲修订是课程实施中一个必要环节，但如何修订大纲

以与时俱进，达到良好人才培养效果，值得思考。本教学团队主

要从课程理论教学内容及课程思政内容进行深入讨论。其中课程

理论教学内容的设计采用以“点”到“面”的方式进行。对不重

要的知识点，主张采用“点到为止”方式设计教学内容；对需要

重点掌握的知识点，则采用“面面俱到”方式设计，以理论讲

授 -典型案例分析 -归纳总结几个环节逐步递进方式，环环紧

扣，由浅至深方式设计教学过程。

对课程思政内容设计，则巧妙融合课程内容于其中，这是教

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性成果，也为后续课程大纲修改进一步提

供了突破口。鉴于《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极强的工程知识背景，

且专业教师也多数出身理工科相关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

知识专业功底较薄弱，导致不易找到课程思政教育引入时机，使

得教学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本文教学团队摸索出一套既能找到课

程思政教育切入口的巧妙结合方法，且使得思政教育有助于学生

快速掌握课程相关理论知识。

 > 图1 Y形电阻网络和△电阻网络等效变换

如星型电阻网络与三角形电阻网络等效变换知识点，两者等

效电阻的转换主要依靠三端网络等效变换推导计算得到，但转换

公式复杂，学生不易掌握，导致这部分题丢分率较高。教学团队

巧妙提出如下思政内容“△形电阻网络通过三个电阻元件自身形

成一个回路，说明三者齐心协力，将使彼此力量更加壮大，体现

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思想高度；Y形电阻网络则使三个电阻元件彼

此分离，仅通过一个公共节点将三者其中一个端钮连接在一起，

说明分裂导致力量分散，从而互相削弱”。图1所示为 Y形电阻网

络和△形电阻网络等效变换示意图，其中图 (a)为 Y形电阻网络，

图 (b)为△形电阻网络。当△形电阻网络中三个电阻元件阻值 R12 

= R13 = R23 = 3R时，可得 Y形中三个电阻元件阻值 R1 = R2 = R3 = 

R。显然，对阻值相同的三个△形电阻网络电阻元件，等效变换

为 Y形电阻网络后，阻值降为原△形电阻网络电阻阻值的三分之

一；类似的，阻值相同的 Y形电阻网络，等效变换为△形电阻网

络后，阻值将扩大至3倍。观察多个电路发现，即使三个电阻元件

值不同，但△形电阻网络中电阻阻值皆大于转换为 Y形电阻网络

后对应的电阻阻值。由此鼓励同学们，课后可组成三人学习帮扶

小组，通过疑难题讨论等形式可使大家学习成绩都得到提高。

二、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手段

（一）将课程思政建设渗透到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工作

课程教学大纲修订是进行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及课程思政内容

建设的重要依据。作为该课程主讲人，课程团队近年来一直积极

参与课程大纲修订工作，参与了《电路分析基础》课程2016版、

2019版以及2022版的课程大纲修订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教学

大纲修改经验。其中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19版培养方案总学分为

170，2022版培养方案总学分降为147.5。随着学时减少，如何进

行教学大纲修订需要深入思考，课程团队经过多次深入讨论最终

形成了较满意的修订稿。尤其对其中思政内容占用的学时数及思

政内容设计，着重进行了讨论，对各章节引入哪些思政内容更合

理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及调研。

（二）针对不同教学难度，采用不同教学模式，多维度提升

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课程学时减少，有些教学内容仅需要“点”到为止，

有些重要内容则依然需要“面面俱到”深入讲解。如何把握好

“点”和“面”二者关系，使得学生能较轻松接受该课程内容至关

重要 [12]。为此，针对课程难度不同，采用多种不同教学模式，因

地制宜授课。对比较简单内容，采用课堂点名提问或者邀请学生

到讲台做题等形式让学生自主解答，对较难知识点，则首先安排

学生课前预习，课堂上再进行难点讲解，并让学生参与解答等多

种方式结合进行。

例如，运算放大器电路分析，教学大纲依然保留了该部分内

容，但学时数占比很少。为此，授课时仅点到为止，只需说明节

点分析法常被用于分析运算放大器电路即可；并以 LM324芯片为

例说明运算放大器在实际中应用非常广泛，进而以此为切入口，

引入芯片制造业为中国目前卡脖子技术的思政课程内容，以激发

大家学习电路课程的兴趣。尤其是喜欢打游戏男同学，对所用游

戏环境手机配置及电脑配置要求较高，此处可说明芯片在其中的

重要用途，以及电路在支撑芯片正常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启

发学生，学习好该课程，不仅有助于将来投身于中国卡脖子技

术 --芯片制造业的研发工作，也会提高自己的业余生活品味。

（三）巧妙进行课程思政内容设计，以提升课程学习效果

该课程内容较多，在学时压缩状况下，如何巧妙融入思政内

容一直是较难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思考课程内容，发现很多电

路分析方法与正向激励机制密切相关 [13]。受此启发，课程团队

设计了一系列思政内容切入点。既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了电路分

析方法，尤其是较难掌握的知识点，也提高了学生的政治站位

高度。

以网孔分析法为例，该部分内容为课程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方

法，是本课程的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 [14]。但是在进行网孔电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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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列写时，其中相邻两个网孔间互电阻取“+”号或者取“-”

号，学生不易掌握。为此，教学团队巧妙引入“二人齐心，其利

断金”的思政内容。因为相邻两个网孔电流流过互电阻的方向相

同时，则互电阻取“+”号，否则取“-”号。说明只有网孔电流

二者齐心协力，才会互相增强该支路电流。由此启发学生，在任

何时候应该与同学互相帮助，才能较容易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否则，互相拆台，只能两败俱伤。如图2所示，网孔电流 im1、im2

二者流入互电阻 R1 方向不一致，互相削弱对方力量，故互电阻 R1

取“-”号。采用这种方式引入思政内容，既形象生动进行了思政

教育，也帮助学生掌握了该知识点。

 > 图 2 网孔分析法示例图

（四）积极参与教材编写工作，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教育部2019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文件中提出了四方

面意见，其中严格教育教学管理中就涉及了“推动高水平教材编

写使用”，并明确了“鼓励支持高水平专家学者编写既符合国家需

要又体现个人学术专长的高水平教材，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

该课程所用教材为授课团队编写并出版的教材。2023年课程

团队进一步更新了教材，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电路

分析基础》，为教育部新形态教材，在教材中融入了课程思政建

设内容。通过参与教材编著工作，教学团队对课程内容理解进一

步得到凝练和提升，促推教学质量提升，并为课程教学中思政内

容引入积累了较好的借鉴素材。

（五）积极申请教改项目，促产多种形式的教学成果

积极参与课程相关教改项目申请工作，以项目为支撑，推动

课程思政建设及其他形式成果的产生。我校及省教育厅近年来对

教改项目支持力度逐渐加大，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参与热情。课

程团队积极申请相关项目，获得了从校级思政项目到省级教改项

目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另外，产学研合作也是近年国家重点推广

及提倡的形式，以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及落地应用。课程团队

近年来通过与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深入合作，以申报高教司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项目形式获批两项产学研合作项目，依托该项

目，合作公司为我校搭建了学生实验环境。以第一作者为第一主

编，双方还合作出版相关教材一部 [15]。依托搭建的实验环境，指

导2名本科毕业设计学生取得校级优秀的成绩。

（六）多途径积极提高教师自身课堂授课经验及思政政治

境界

近几年，教育部等各级部门曾以网课形式组织高校教师进行

各种思政培训，课程团队多次积极参加这些培训，受益匪浅。同

时，不定期参加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学会等部门组织的教学研讨会，增加

与国内同行专家面对面交流机会，认证听取国家级教学名师关于

不同课程的教学经验分享，极大开阔了眼界。另外，学院及系部

也经常组织不同形式教学研究、思政教育等讨论会，通过参加这

些活动，积极听取不同教师授课经验及体会。多途径汲取各种教

学经验分享，受益颇多，并将其用于课程教学中，以进一步提高

自身教学水平，促进教学成果产生。

三、结束语

《电路分析基础》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具

有理论性强、知识点密集而学时有限的特点，这为课程思政的有

机融入带来了挑战。本文基于课程团队多年教学实践，从教学大

纲修订、课程内容重构、教材编写创新及产教融合深化等多个维

度，系统探讨了提升该课程思政建设实效的实施路径。实践表

明，这些措施对增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然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深度赋能教育领域的背景下，如

何借助智能多媒体技术进一步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仍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一探索不仅关乎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质量，

更对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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