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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1.重点确立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根据学生调查问卷情况和智能课堂收集的数据，结合“中国电力

发展史”，电力工匠人物，以及抗疫和抗涝中电力人的责任和担当，通

过建供配电专业知识的学习，让学生认识中国的发展，体会专业知识

与中国电力发展关系，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建筑供配电》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是充分发挥该专业课程与思

政课程的协同效应，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受到思想的熏

陶，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工匠精神、科学精神、职业道德，最终达

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目的。 

2.难点课程建设整体设计 

《建筑供配电明》课程共分 5 个模块 15 个单元。通过课程学习让

学生会阅读电气工程图纸，懂电气安全规程，会电气运行操作和维

护，分析和处理供配电系统中常见故障，能初步设计供配电系统，培

养学生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

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结合建筑电气专业性质和该课程教学目标，对课程标准和教学内

容进行调整。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挖掘、知识点的梳理，在已有知识体



系中挖掘思政元素，形成了本课程的“知识-思政”点。思政元素是在

课程知识点中挖掘出来的，与课程的核心知识点是直接关联的。让学

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实现自我感悟和价值的塑造。因此，思政

点的融入要要重视学生的自我感悟，没有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就不

能实现对知识的内化。 

挖掘本课程思政标准是，一是思政点和课程的知识是否有直接关

联；二是思政点是否引起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共鸣；三是能否增加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课程动力。四是是否达到育人效

果。 

二、任务完成情况 

1.完成“知识-思政”点教学设计 

课程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集体讨论教学设计，不断积累、归

纳总结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时更新专业思政知识，推进思

政内容与教学有机融合，在教学中将思政元素潜移默化的嵌入到知识

点中，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形成每一个“知识-思政”点的教学设

计。



 

2.完成《建筑供配电》课程标准的修订 

3.完成《建筑供配电》课程考核大纲的修订 

4.建设一批课程 PPT，微课等。 

三、主要改革成果和实践效果 

1.《建筑供配电》课程”知识-思政”思维导图 

2.挖掘教学思政元素，教学资源丰富 

完成了 PPT 制作 90个，完成微课和视频录制 127 个。大量的大国

工匠人物事迹、电力发展史等素材。 

 
图 1  电力抢险事迹 PPT                 图 2  电力发展 PPT 



 
图 3  大国工匠王进 PPT                  图 4  电力宣传视频 

 
图 5  主讲教师录课视频                   图 6 企业教师现场录课视频 

3.及时反思，了解学习效果和课堂效果反馈 

课程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听、学、讲、思、写”的课

程研讨教学模式。在研究过程中，课程团队教师集体讨论教学设计，

上课时定期听课，下课后进行评议讨论，及时反思，整合形成课程教

学案例，达到在课程实践中边探析边研究。 

在课程实践中，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课堂效果反馈。在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的基础上，增加课

程思政的比重，检验教学改革效果。采用“线上+线下”的多元化评价

方式，课程组制定课程目标，以行业企业人才培养标准和职业素质为

依托，重点检验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学习效果；根据《建筑供配

电》课程特点和教学进度，拟定不同层次学生的评价标准，突出学生

的主体地位；每两周开展小组教研活动，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



学计划和教学内容，适时更新教学案例库，以期达到课程思政的效

果。 

四、成果水平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 

1.教学资源丰富，思政教学内容得到充实。 

2 提高教师的思政素养和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根据课程定位和教

师队伍培养特点，提高教学队伍整体素质，教学队伍通过多次专项培

训等方式提高业务素质与教学水平。 

3.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注重教学的互动性，在课程中通过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调动学生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主动学习和

接受的过程中自然地产生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意识等。挖掘课程中

的思政内容，在有思政内容的章节中嵌入与“课程思政”相关的 PPT

和短片（如大国工匠人物等视频），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让学生观看后

谈感受、谈认识，或者也可以引入相关热点话题或案例教学法，例

如：电力抗疫事迹，郑州一附院电力抢险等。避免一味地“灌输”给

学生造成负面心理，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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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特色 

1.构建了课程”知识-思政”思维导图 

以任务为单位，筛选恰当的思政元素切入点，巧妙地融入

专业知识中。 

2. 更新课堂呈现形式。 

课堂形式以学生更容易接受的互动式、渗透式为主。因此

在引入思政元素时，不能在讲解完专业知识点之后生硬地插入

思政教育，而是要结合中国电力发展历程、行业动态、世界电

力故障大事件、行业热点问题和共性问题来挖掘蕴含其中的社

会责任、职业道德、文化自信、大国工匠精神等关系，在潜移

默化中加入思政元素，做到专业知识中蕴含思政教育，实现学

生知识、能力与德育的有效结合。 

3.极大地丰富了课程资源 

项目

成果

材料

目录  

1.验收报告 

2.课程标准 

3.课程考核大纲 

4.部分 PPT 

5.微课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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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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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完成工作 

葛芸萍 副教授 电气自动化 教学目标、教学课程设计、录课等 

李小雄 副教授 发电厂电力系统 教学目标、教学课程设计、录课等 

刘金浦 副教授 电气自动化 教学目标、教学课程设计、录课等 

李杰 讲师 发电厂电力系统 收集资料、做 PPT、录课等 

聂光辉 助教 电气自动化 收集资料、做课件、录课 

李瑞 高工 发电厂电力系统 提供企业案例、录制现场视频 

郑祖超 高工 发电厂电力系统 提供企业案例、录制现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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