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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材料 7

课程思政建设

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 1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 1个、

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1个、省先进集体 1个；师生获思政荣誉 14项；课程思政项目

23项、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和思政知识图谱等 156个，课程思政报告 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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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春玲等.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黑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省教育

厅. 2022

4.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黑龙江省 2020年师德先进集体. 省教育厅.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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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2018

3. 齐超. 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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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霍炬. 黑龙江省全省优秀教师. 省教育厅. 2019
6. 霍炬. 全省最美园丁. 省教育厅. 2020

7. 刘洪臣. 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省总工会. 2015
8. 吴建强. 全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17

9. 翟国富. 黑龙江省劳动模范. 中共黑龙江省委.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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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依. 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决赛三等奖. 中国高教学会. 2017
12. 杜庆丰. 黑龙江省“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 2022

13. 徐丹. 黑龙江省“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 2020
14. 张依. 黑龙江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 黑龙江省高教学会. 2017

7.3 课程思政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级别
立项

时间
项目编号

1
后疫情时代混叠式教学中价值引领课程思

政的探索与实践(重点课题)
齐超 省教育厅 2021 SJGZ20200048

2
立德树人视域下电气工程学科本研一体化

学术写作能力培养与实践
白金刚 省教育厅 2021 SJGY20210323

3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

实践(重点课题)
王淑娟 教指委 2022 E2102

4
工科电类基础课程价值引领线下线上教学

融合模式研究(一般课题)
齐超 教指委 2022 E2125

5 电路课程思政立项 齐 超 校级 2019 XSZ2018003

6 电工技术课程思政立项 刘晓芳 校级 2019 XSZ201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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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微特电机及其控制课程思政立项 吴凤江 校级 2019 XSZ2019090

8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思政立项 刘贵栋 校级 2019 XSZ2019091

9 电气可靠性技术课程思政立项 叶雪荣 校级 2019 XYSZ2019013

10 电子设计自动化创新实践课课程思政立项 朱敏 校级 2019 XYSZ2019035

11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思政立项 杨春玲 校级 2020 XSZ2020005

12 电磁场课程思政立项 金 钊 校级 2020 XSZ2020006

13 电工电子实验系列课程课程思政立项 李 琰 校级 2020 XSZ2020007

14 自动控制理论课程思政立项 王高林 校级 2020 XSZ2020025

15 电气系统可靠性分析与设计课程思政立项 杨文英 校级 2020 XSZ2020042

16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立项 刘桂花 校级 2020 XSZ20210005

17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及其测控技术课程思政

立项
宋 凯 校级 2020 XSZ20210035

18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课程思政立项 王艳敏 校级 2020 XSZ20210036

19 微电机结构工艺学课程思政立项 吴绍朋 校级 2020 XSZ20210037

20 现代电路分析与综合 课程思政立项 刘洪臣 校级 2021 LJSZ2021009

21 电机系统分析与研究方法课程思政立项 隋 义 校级 2021 XYSZ2022014

22
智能电网通信与信息安全技术课程思政立

项
李中伟 校级 2021 XYSZ2022034

23 建筑通信网络技术课程思政立项 禹国栋 校级 2022 XSZ2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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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课程思政案例和知识图谱

电气类专业核心课程群建成课程思政案例共 150个，知识图谱 6个。部分典型案例和图谱如下：

1. 课程思政典型案例(部分)

序号 课程名称 思政目标 思政案例

1 电路

根据“电路”课程特点，深

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创新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创新课程思

政教学模式，并融入课程教学

各环节。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

重价值引领，培养学生诚实守

信、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创

新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意

识。

(1) 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在含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中，当外加激励ω=ω0时，与系统固有频率达到

同频共振。结合谐振现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将个人理想奋斗目标

与民族伟大复兴同向同行。

(2) 培养创新精神：讲解传输线的理论应用时，引入淮东-皖南 10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这是

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引导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坚持“三个面向”，不断追求自主创新，不断攻坚克难。

(3) 引导学生持之以恒研究探索，培养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电路教研室创始人俞大光院士服

从国家建设需要，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负责研制引爆控制系统和遥测系统。经过无数次试验，

最终获得成功。弘扬哈工大人服从大局，勇于探索，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大国工匠精神。

(4) 引导学生牢记“安全无小事”的理念：讲解三相电路时重点强调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大局意识，重

视国家各类标准规范的执行。

(5) 中国速度体现制度优势：暂态电路的时间常数反映了系统响应速度，结合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

和疫情期间建造雷神山火神山案例体现中国速度，体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
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

以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

充分挖掘模电课程教学内容

中所蕴涵的思政元素，创新课

程思政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思辨能

力，提高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

(1) 培养工匠精神：阐述我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主要成就，讲述刘永坦院士成功研制新体制雷达“领
跑”世界的先进事迹，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吃苦耐劳

的“大国工匠”精神、“航天精神”和“八百壮士精神”。

(2) 培养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介绍电子技术的发展史，讲述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

事，启发学生意识到创新来源于知识的积累和科研团队的团结协作。

(3) 融入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科技强国使命感：介绍电子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我国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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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面向“智能制

造”“互联网+”“新基建”等国

家战略，结合电子技术最新进

展，鼓励学生怀揣强国兴邦梦

想，努力学习，创新实践，解

决芯片设计制造等国家“卡脖

子”问题，打造国之重器。

领域中取得的卓越成就，目前在芯片制造业中存在的短板问题，激发学生内生动力，培养学生

科技强国使命感。

(4) 培养辩证思维能力：在差分放大电路、集成运放、负反馈放大电路等知识点讲解过程中，应用

辩证思维方法分析电路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

(5) 培养严谨的科学家精神：在反馈放大电路中，讲述“反馈”一词的诞生，启发学生明白科学家的

坚持、严谨的思维，甘于奉献的精神是成功的基石。

3
数字电子

技术基础

将教书育人、将学生价值

观培育和塑造融入课程教学

全过程。通过电子技术课程中

所蕴含的典型案例及教师的

科学素养、敬业精神等隐性课

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怀揣梦

想、胸怀祖国、顽强拼搏的精

神品格，培养学生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工匠精

神，培养学生耐得住寂寞、坚

守住底线的职业契约精神。

(1) 开拓创新精神：讲解集成门电路发展时，引入晶体管及其集成电路的发明者荣获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相关事迹，阐明科技的发明需要坚守、持之以恒、在前人基础上开拓创新。

(2) 怀揣梦想、家国情怀、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讲解可编程逻辑器件，讲解集成芯片的前端设计，

引出中微半导体创始人尹志尧的案例。尹志尧放弃美国高薪，带领 30多人的团队，经历美国政

府层层审查，把自己在美国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带回祖国，致力于解决国家芯片制造“卡脖子”问
题。

(3) 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教师组织和指导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实时在线解答学生遇到的实战难

题，以身作则，与学生一起攻坚克难、言传身教，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4) 团队合作精神：每个门电路仅可以实现一个简单功能，只有很多门电路、组合电路、时序电路

组合起来，才能构成复杂数字系统，实现复杂逻辑功能。

(5) 专注于科学研究、耐得住寂寞的科学精神：在讲解布尔代数时，介绍布尔代数的提出者数学家

乔治·布尔，皮匠的儿子，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 19 世纪

最伟大的数学家。

4 电工学

以“电工学”课程为载体，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探索思政

内容融入教学环节的方式，寓

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之中，构建全员、全过

(1) 培养大国工匠精神：在课程绪论中介绍电工学的发展历程，在感受老一辈电气人的奋斗历程中，

强化学生克难攻坚的奋斗精神，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讲述国家级规划教

材《电工学》作者秦曾煌教授的先进事迹，编写教材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电工学》教材，40
年经久不衰，创电气类教材发行量之最，让学生充分感受老一辈电气人的工匠精神。

(2)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在讲述交流电与直流电时，通过对“电力之战”系列事件的介绍，强化对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AE%E5%8C%A0/105685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5%AE%B6/12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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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于润物

无声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使学生在学习知识、培

养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强化

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

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

担当。

生的工程伦理教育，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3) 增强民族自豪感及自信心：在分析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区别时，介绍目前电力系统中的高压直流

输电技术，通过我国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这一“中国名片”，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及自信心。

(4) 厚植家国情怀、肩负使命担当：在讲解谐振现象应用时介绍无线能量传输技术，在讲解仿真分

析任务中介绍Matlab禁用事件，引出“中国制造 2025”等发展规划，强化学生的民族自强意识，

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5) 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通过设立创新创业研究项目，使学生在团队协作完成科研项

目的过程中，强化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

5 电磁场

以“电磁场”课程为教学

平台，根据课程特点，结合工

程电磁场的新进展、新技术，

新应用将工程伦理教育、中国

精神、哈工大精神、哈工大八

百壮士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

到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培养学生既具备丰富的知

识、优秀的技能，又具有坚定

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修养

和健康的人格品质。

(1) 工匠精神和职业素养：“ 不一样”，讲授梯度、散度和旋度的区别；“差一点也不行”，从电磁

场边值问题的描述等方面，培养学生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和职业素养。

(2) 校训精神：“有撇没撇不一样”，从电磁场源点和场点的表示，及其在积分中的不同作用，培养

学生体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

(3) 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从新体制雷达的天线阵对我国海防的重要意义，引出天线分析所用的镜

像法，弘扬刘永坦院士及团队铭记国家重托，肩负使命、艰苦创业的“八百壮士”精神和“航天精

神”。

(4) 科学精神，敢为人先、坚定自信的精神力量：在恒定电场中引出“中国的特高压输电”，在恒定

磁场中引出“洋山港 4期，只有 9人的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全自动化码头”弘扬实事求是的

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培养学生的使命感。

(5) 科技强国及哈工大精神：在讲述磁性媒质的物性方程时，引入强国脊梁，超导斗士赵忠贤院士

的事迹，及哈工大材料领域支撑中国航天，返回舱焊接变形矫形技术团队的事迹，培养学生的

文化自信，弘扬哈工大精神。

6
信号与

系统

教学过程中通过生产、生

活以及军事等领域中的信号

与系统问题为牵引，使学生有

(1) 科学精神培养：科学巨匠与教学体系相结合，树立科学家精神。结合《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

体系中的欧拉变换等核心经典理论，讲述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理论诞生过程、对其他学科的影

响及艰辛历程；阐明理论产生、技术进步的背后故事，引导正确的求学精神，旨在激励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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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课程知识点的整体感和

应用目标，体会科学家精神；

通过将本堂课的知识点，结合

科技发展史典型故事，不单领

会本堂知识点，更重要的是理

解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

性，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注重

从工程伦理与人格角度，讨

论、选择技术解决方案；引导

学生体会科学家创新过程，实

现信号与系统相关知识学习、

传承、发展、创新，树立和激

发学生中华文化先进性和自

豪感。

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

(2) 爱国主义情怀培养：结合重大科技事件(例如国家重大科技奖励)、国际时事动态(南海事态，台

海，马岛争端等)，结合课程知识点与对应技术关系，更新教学设计，培养爱国情怀。结合《信

号与系统》课程 40余个难点，合理优化教学设计，在适当环节中，增加近期重大科技相关事件

分析，明晰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的道理。

(3) 工程伦理与人格培养：科技伦理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构建技术职业底线。根据《信号与系统》

课程教学内容，梳理出注入脉冲干扰等全课程上百个知识点，挖掘知识点的不同工程应用背景

与应用情况，引导学生正确的知识应用方向，旨在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

(4) 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培养：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文化冲突折射到国际各领域。本课程融合最

新科技于教学内容，鼓励、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关系，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文

化的先进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努力学习。

(5) 创新精神培养：信号处理技术是现代发展快速领域之一。鼓励学生打好基础，立足信号处理基

础技术，敢于向小波分析、神经网络、深度强化学习等前沿技术拓展，引导学生勇于创新和敢

于攻关的求是精神。

7
自动控制

理论

提升专业课程教育的高

度，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

价值引领融为一体，帮助学生

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胸怀家国，树立报国

之志，增强民族自豪感 、自

信心，牢记使命担当，激发内

在动力；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

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与课程

内容有机结合，提高学生认识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1) 发扬航天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 、自信心，牢记使命担当：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巨大成就，

如神舟飞船、天宫、长征火箭、北斗、天问等等，自动控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讲述哈工大

电气工程系工业自动化专业校友、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尚志为祖国航天事业挥洒青春和汗水的感

人故事，引导学生发扬航天精神，立志服务航天国防发展。

(2) 家国情怀，报国之志：以我国航天工程和科学系统论的创始人钱学森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激

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立志报国；哈工大紫丁香小卫星团队的学生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立

志报国。

(3) 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应用系统控制的方法尊重科学，精准施策，有效控制疫情。从疫情的

社会冲击响应，应用控制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提示我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

(4) 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深化和拓展介绍我国大国重器研制中的工匠精神：我校谭久彬院士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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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促进对课程内容的理

解、深化和拓展，提高课程的

高阶性和挑战度；强化工程伦

理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培养学

生兼具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

养，工匠精神以及求真务实、

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科学精

神。

精密加工科研成就、我校参与的飞行器的交会对接工程项目等。

(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因和外因、量变与

质变、两点论和重点论等方法深入理解控制原理中问题；分析反馈思想、系统模型的相似性原

理、抗扰性与稳定性、PID 控制思想、系统性能；分析快速性、准确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和

相互制约性、系统设计折中平衡的思想原则。

8 电机学

本门课程所讲授的电机

及其控制技术的相关内容与

国家主导的“中国制造 2025”
密切相关，在航天、国防、高

铁、制造装备等入选大国重器

的产生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

影响力的技术成就中具有重

要作用。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使学生深入了解我国当前

技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力和引领性作用，进一步增

强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形

成高效的学习专业知识的技

能，掌握扎实的基础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形成

求真务实、刻苦钻研、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的科学精神。

(1) 大国重器与技术成就：在绪论中结合中国制造、三峡电站等，介绍电机技术为现代人类发展起

到的至关重要作用。

(2) 制度优势与民族自豪感：结合高铁、航母，说明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结合我国丰富稀土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没有对外进行封锁和垄断，体现了大国风范。

(3) 使命感、责任感：结合中美贸易战中“卡脖子”技术、高端芯片制造等，分析高端技术自主研发

的必要性，阐述高端电机技术我国的短板，提升学生们的使命感、责任感。

(4) 鼓励创新、求真务实：结合实验和论文、实习，鼓励学生们知行合一，勤于动手，脚踏实地开

展科研工作，鼓励科技创新。

(5) 家国情怀培养：分享哈工大电气工程系电机专业校友李长春爱国爱校、矢志奋斗的感人故事，

鼓励学生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回报国家和母校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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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器理论

基础

以国产化电器创新设计

技术、可靠性设计技术、精密

测试技术需求为导向，强化学

生工程伦理教育；采用理论讲

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以工程背景定位

学习目的，以产品问题牵引学

习方法，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

法、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

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1) 工程伦理的培养：通过电器专业发展历史的讲解，激发学生为国奋斗、科技报国情怀；航天、

国防、轨道交通、通讯等工业高端领域涉及的电控系统与配套的元器件“小型化、高可靠、长寿

命、耐极端环境”密切相关，工业、家居等领域人工智能的全面实现与控制电器、保护电器产品

的进步直接相关，必须认识到科研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

(2) 创新精神的培养：当前全电、多电飞机、电动汽车、5G基站、智能电网中涉及的供配电体制存

在重大变革，对涉及的电器开关要求不断提高。科研工作者唯有坚持技术原始创新，挖掘根技

术，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原理、新工艺实现电器产品的创新设计，塑造新时代电器专业创新精

神。

(3) 家国情怀的培养：明确我国与世界高端电器产品的差距主要在于机械加工制造、基础材料性能

等方面不足，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的最大隐患，关键技术是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的。激发同学努力奋斗，报效祖国的情怀。

(4) 辩证思维方法的培养：运用辩证思维讲解电器内部矛盾，包括长寿命与小型化问题，有触点电

器与固态电器问题等，启发学生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抓住事物的根本。

(5) 历史思维方法的培养：积极引导学生以历史思维看待电器产品变革与发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把电器现存的技术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分析评判，总结规律，展望未来。

10
电力电子

技术

通过电力电子技术思政

案例教学，让学生树立人文情

怀和工程伦理，培养务实科研

的精神。从理论和教学两个方

面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工匠

精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使

学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

(1) 创新驱动社会发展，技术改变社会，激发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电力电子技术

的发展也给其他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如电力电子化电力系统；机器人无缆供电技术；绿

色照明技术等。电力电子技术学科的发展史是理解创新驱动很好的素材：新器件、新拓扑、新

的建模技术、新的控制技术层出不穷；介绍电力电子技术各种变换电路拓扑的演变可以给学生

无穷想象，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

(2) 工匠精神培养：重视学生竞赛指导，培养学生创新争优和刻苦攻关精神，面向学生竞赛，积极

准备指导计划，培养学生超前学习和高强度短时强化学习能力，培养学生不怕艰难险阻的坚强

毅力，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3)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我国家在电力电子电路技术中具有优势地位；高铁和高压特高压

技术、电磁弹射、智慧电网和重型电力驱动机械设备的全面建设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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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已经在宽禁带材料半导体器件制造方面谋篇布局。触发学生的爱国情

怀和文化自信，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奋斗精神、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4) 工程伦理与人文情怀：始终重视环境安全与生态安全，树立绿色变换理念，电力电子装置中大

量非线性开关器件的投入，对电网和生态造成了污染；风电场的大规模建设也对生态造成了威

胁，催生了无功补偿、谐波抑制等电网治理技术及其他新方向。

11
电气工程

基础

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

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将其转

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

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

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

神指引；加入“中国系列”元
素，确立电气领域的“中国引

领”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内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电力工业发展的大趋势，使学生领悟中国倡导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2) 人文关怀与科技发展共同进步的价值引领：对由于电力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给予特别

高度关注。

(3) 诚信意识：结合世界电力工业史上较为严重的停电事故的技术和人为因素分析，培养学生用辩

证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眼光解决工程问题。

(4) 文化认同，自主创新的信念：将领先的特高压技术及我国电气领域产品与国际的对比分析，使

学生建立对自身文化和体制的信任感和自豪感，培养自主创新的强烈信念。

(5) 建设美好家园的社会责任感：电气工程领域各环节与生态环境是紧密相关。需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和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与新能源发电并网等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

深入贯彻学习总书记的绿色生态思想，发挥电能的二个替代作用，让生活更绿色。

12
嵌入式系

统原理及

应用

本 课 程 主 要 讲 授

MCS-51、ARM等嵌入式微控

制器的工作原理、应用系统的

设计方法、嵌入式实时操作系

统的基础知识。我国在该领域

发展很快，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使学生深入了解我国该领

域技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的

影响力和引领性作用，进一步

(1) 技术引领，增强民族自豪感：以嵌入式系统的典型代表手机为例，介绍目前我国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的 5G技术；以我国自主设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麒麟芯片为例，介绍 ARM芯片的发展

历程；扩展存储器部分，介绍我国在存储器设计及制造（NAND FLASH）的最新发展；通过上

述先进技术介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 激发学习热情和历史使命感：以我国的 5G技术、华为公司的麒麟芯片等受到不公正待遇为例，

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科技强则国强，激发历史使命感和学习热情。

(3) 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介绍我校小卫星中的嵌入式系统及其开发历程，

鼓励学生投身科学研究，勇于创新。

(4) 继承与发扬航天精神：以我国探月月球车“玉兔”号为例，介绍嵌入式系统在我国航天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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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同时认识到不足，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历史使命感；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求真务实、

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科学精

神。

用，介绍“玉兔”号研发团队和研发历程，引导学生继承并发扬航天精神。

(5)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在进行嵌入式系统实验过程中，通过讲解实验线路连接的

注意事项与可能出现的故障情况，以及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培养学生体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的校训精神。

13
电工电子

实验系列

课程

传递我校“八百壮士”爱
国奋斗、建功立业的精神力

量，厚植爱国情怀。培养学生

求真务实、刻苦钻研、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的科学精神，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安

全意识、责任意识、规章意识、

环保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创新潜能，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1) 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电工电子实验教学思政资源库和数字化教学资源中融入“卓越成就”“职业

素养”“杰出人物”等内容，通过面向时代发展、反映社会需求和热点的实验教学内容和案例，帮

助学生解答学习困惑、价值困惑，激发其为国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2) 科学求真与自主创新：利用自主设计型实验内容开展诚信教育，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

新创业能力；运用探究型实践教学内容鼓励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不断自主设计、自主创新；为学

生讲述马恒昌小组自初创至成为先进班组再到如今代代相传的发展历程，学习马恒昌小组胸怀

全局、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家国情怀，学习他们坚持面向国家需求，面向国际科技前沿，

不断创新实践，急国家之所急，满足国家之所需。

(3) 职业素养：通过基本实验的教学管理，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责

任意识培养。

(4) 团队精神：基于项目的研究型实验，3-5人为 1组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同一个创新项目，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5) 工匠精神：在全开放、自主学习的实验、实践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内容和管理手段，培养学

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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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1) 《电路》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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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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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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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工学》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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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磁场》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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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气系统可靠性技术》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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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课程思政报告

序号 报告题目 会议 报告人 地点 时间

1
立德树人有道 春风化雨无声—
推进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电子学科组工作会

王

淑

娟

浙江

杭州
2021

2
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第六届电工电子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与应用研讨会暨中国

高校电工电子在线开放课程

联盟年会

辽宁

大连
2021

3
立德树人有道 春风化雨无声—

—推进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

践

黑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研讨会暨教师教学发展

联盟成立大会

黑龙江

哈尔滨
2020

4
立德树人有道 春风化雨无声—

—推进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

践

黑龙江东方学院教学研讨会
黑龙江

哈尔滨
2020

5 以工程创新为引领的通识教育
复旦大学第一届通识教育国

际研讨会
上海 2017

6 立德树人，做“四有”好老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学研究专题培训会

黑龙江

哈尔滨
2017

7
构建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研究

性教学体系 强化培养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全国高校电子信息与自动化

实践教学论坛

辽宁

大连
2017

8
构建电工电子基础课程研究性教

学体系，强化培养学生工程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

北京理工大学人才培养大讨

论: 教与学学术专题论坛
北京 2016

9
创新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模式

—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教育教

学成果研讨会

杨春玲
黑龙江

哈尔滨
2022

10
贺信精神融入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典型案例

哈尔滨工业大学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教育教

学成果研讨会

齐超

黑龙江

哈尔滨
2022

11 电路课程思政案例分享
高校新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高级研修班(线上)

黑龙江

哈尔滨
2020

12
后疫情时代混叠式教学中价值引

领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高校新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高级研修班(线上)

黑龙江

哈尔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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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超13
后疫情时代价值引领《电路》课

程思政建设探索

新时代高校电子电气教学改

革与创新研讨会

湖南

长沙
2020

14 春风化细雨，点滴铸师魂
哈工大"八百壮士"首场报告

会——霍炬讲俞大光院士
霍炬

黑龙江

哈尔滨
2022

15 春风化细雨，点滴铸师魂
哈工大"八百壮士"报告会—

—霍炬讲俞大光院士

黑龙江

哈尔滨
2020

16
贺信精神引领下电工电子实验课

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哈尔滨工业大学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教育教

学成果研讨会

李琰
黑龙江

哈尔滨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