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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供配电》课程思政质量建设项目结项报告 

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 2020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

对高等学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出全面部署。 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让课程思政贯穿整个专业教学过程中，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尤为重要，以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为例，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比例

是 6.5：3.5， 65%的课程是专业课程，学生大部分时间是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

们普遍认为对自己影响较深深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因此加强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才能使“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在学生的课程设置中，专业 课占据了极大的比例。相对而言，专业课教师

与学生的 接触更多，因而其在培养学生找准方向、明确奋斗目标、 树立正确的

三观、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社会责任感等方 面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专业课教

师应紧扣专业课程特 点，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包含社会主义 核

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巧妙地融入教学，让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思政教育。基 

作为专业核心课，既要在培养学生专业过硬的知识，又要完成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认同教育。让学生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与价值；了

解国情社情，维护国家利益，具有推动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教师在讲

授知识的同时，还应阐述知识背后的逻辑、精神和价值，以“润物无声”的形式

将正确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有效传达给学生。 

1《建筑供配电》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建筑供配电》课程是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精湛

技能”证书课程。5学分，课内 78学时，课外实践 25学时，是建筑电气工程技

术专业大二学生专业课程。该课程自 2004 年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开设以来，

作为该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累计授课人数 600人次以上。 

专业课程思政是在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通过近几年对建筑电气专业学生调查发现，学生进入大学后没有清

晰的学习目标，对将来的工作也很茫然。不知道为谁学？怎么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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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业课程知识与思政内容的融合，即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又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文化自信、社会责任感和工匠精神，最终达到教

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目的。 

1.1 总体目标 

通过“建筑供配电”的学习与实践，学生应了解供配电一次设备，熟悉供配电系统主接线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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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析和处理供配电

系统中常见故障，能初步设计供配电系统电气主接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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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分项目标 

根据课程面对的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 

1.2.1 知识目标 

①了解建筑电气的概况，建立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现代建筑供配电的

基本要求。 

②熟悉常用高低压电气设备的结构、原理、功能和用途 

③熟悉建筑供配电系统中常用的电气主接线形式 

④理解建筑供配电系统中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工作原理 

⑤掌握电力负荷计算和短路计算方法，熟悉电气设备选择原则和校验条件。 

⑥掌握安全用电常识、接地和防雷知识；  

1.2.2 技能目标 

①具有较强的识图和认物能力，能看懂供配电系统的相关电气图纸。 

②学会查看相关电气工程手册。 

③掌握建筑供配电系统中设备的调试、运行操作和维护管理技能。 

④熟悉电气设备的异常状态，具有电气设备故障分析和排除能力。 

⑤掌握建筑供配电系统的设计思路、步骤和方法。 

1.2.3 方法目标 

①学生具有自主探索学习能力。 

②学生具有合作学习能力。 

1.2.4 素质目标 

①基本职业素养的培养，遵守工作时间，在教学活动中渗透企业的 5s 制度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②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能根据工作任务进行合理地分工，互相帮助、

协作完成工作任务。 

http://www.so.com/s?q=%E5%90%88%E4%BD%9C%E5%AD%A6%E4%B9%A0&ie=utf-8&src=wenda_link


③培养学生填写、整理、积累技术资料的能力；在进行供配电系统设计之后

能对所进行的工作任务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存档。 

④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能正确描述工作任务、工作要求，任务完成之后

进行工作总结并经行总结发言。 

1.2.5 思政目标 

①文化自信：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自强

不息，才能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②工匠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更要有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 

③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不怕困难、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 

④职业道德：培养学生优良的专业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操守。 

2 课程思政建设整体设计 

2.1 优化思政教育融入模式 

 “建筑电气”课程是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旨在 帮助建筑学专业学生

了解并掌握电气的一些基础知识 和电气设计的基本技能，帮助学生应对注册建

筑师的考 试，同时也要求学生了解电气专业对建筑设计和建筑施 工的要求和影

响，认识到各专业间配合的重要性。“建筑 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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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结合专业性质和本课程教学目标，对教学

大纲 及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通过深度挖掘课程内容，本课程教 学大纲中的教学

目标在思政部分可确定为以下几点：文 化自信、工匠精神、科学精神、职业道

德。比如，教师可通 过介绍我国古代建筑防雷设施和特高压输电网及设备、 避

雷针的发明等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其不怕困 难、勇于探索、勇攀高峰

的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通过介 绍建筑设计在工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设计质

量安全终 身责任制，帮助学生树立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 其次，提高教师的思

政素养。教师队伍的“课程思政” 能力与水平决定了教育教学的效果。因此学

校要想法设 法让专业课教师认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将教授学生 专业知识和

培养学生素质有机融合，同时要求教师不断 学习和实践，以增强思政理论水平，

提升自身思政素养。 最后，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改变 以往教

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应强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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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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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教 师可在有思政内容

的章节嵌入与“课程思政”相关的 PPT 和短片（纪录片或影视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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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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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供配电与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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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课程思政整体设计 

结合建筑电气专业性质和该课程教学目标，据本课程思政部分 的教学目标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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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本课程的思政内容。课程内容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内容整体设计表 

序号 教学内容 
知识内容 

 

技能内容 

 
思政内容 

参考

课时 

1 
建筑供配电

系统的概述  

建筑供配电系

统概述，安全

用电。 

学会查看相关电气

工程手册。 

数据、图片对比电力发 

展，体现我国的制度优

势，坚定文化自信。  

4 

2 
高低压电气

设备及选择 

高、低压电器设

备使用与维护；

电力变压器与

互感器 

熟悉电气设备的异

常状态，具有电气

设备故障分析和排

除能力 

通过事故跳闸、火灾等

经验教训，培养育学生

优良的专业水平和社会

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操。 

10 

3 

变、配电所

的运行和维

护 

变电所的高压

配电系统；变

电所的继电保

护；变电所二

次系统 

掌握建筑供配电系

统中设备的调试、

运行操作和维护管

理技能。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22 

4 
低压配电系

统 

低压配电系统

的构成；导线

和电缆截面的

选择；电器开

关设备、保护装

置的选择计算 

具有较强的识图和

认物能力，能看懂

供配电系统的相关

电气图纸。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求

真务实、创新意思 

14 

5 

建筑供配电

系统的方案

设计 

 

负荷计算；电气

主接线方案设

计；短路电流计

算 

建筑供配电系统的

设计思路、步骤和

方法。 

 

追求卓越、文化自信不

忘初心、 砥砺前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20 



6 
建筑电气照

明 

建筑电气照明

设计 照明设备选型 

“术、道、德”、与时代

同行， 与国家同新、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 

5 

2.3 课程思政元素 

（一）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 5 000 多年的辉 煌历

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根据 课程内容，“绪论”章节中

关于建筑供配电的教学内容涉 及我国的三峡电站、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特高压

输配电 网，这些项目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基本都是我国自主研发 的，且许多技术

都开创了世界先例。同时，在“建筑防雷” 章节，教师会讲到《史记·孝武本

纪》内记载的约公元前 100 年汉武帝时期柏梁殿上的金属铜瓦片，就是为了防 

止雷击着火而装设的，这实际是避雷针的雏形，比富兰 克林的避雷针早出现 1 

800 多年。以上两点都体现了中 华民族的伟大，因此教师可借助这些知识提高

学生的文 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树立奋发有为、强我中 华的意识。关

于避雷针的发明，教师也可以从另外一个 角度让学生思考和讨论：“为何我国

记载的防雷技术比 富兰克林的防雷技术早很多年，但现在世界上却一致认 为是

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实际上不仅是发明避雷

针的问题，我国很多文化遗 产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明明属于我国，却被他国申

遗。笔 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理论的建立，富兰克林不 但完善了避雷针，

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防雷理论； 二是落后，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就缺乏话

语权，这会让学 生意识到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二）

工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这是一

种态度严谨认真、追求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品质、勇于创新的精神]。因此，在

“建筑电气”课 程内容的设置和安排中，教师应自然地贯彻和渗透工匠 精神，

以此感染、激励学生。如在“绪论”和“高低压电器” 章节，教师可介绍我国

的输配电网，目前世界上电压等 级最高的昌吉准东到安徽依 1 100 KV 特高压

输电网已经 投入运行，该电网里面的特高压输电变压器及高压电器 元件都采用

我国自主开发的技术，这将会进一步提升我 国“西电东送”的能力。教师还可

从特高压输电变压器讲 到新疆的本土企业——特变电工，该企业从一个濒临破 

产的小厂转变成为世界级的电工企业，这里面有着企业 负责人艰辛的创业经历，

也有着技术人员精益求精、不 断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三）科学精神 科学

精神是一种为追求真理不怕困难、勇于开拓、不 断进取的精神。比如，在“建

筑防雷”章节，教师讲到建筑 防雷重要部件——避雷针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它

的发明 过程，由此弘扬科学精神。讲到雷电和避雷针，学生都会在脑海中有这

样的场面：富兰克林在雷雨天放风筝做引 雷实验。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上阵，



通过风筝进行引雷 实验，成功地将雷电流从云层间引到大地。避雷针的发 明实

现了对高大建筑的保护，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 损失。这正是为了探寻真理，

不怕危险、勇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的体现。 （四）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

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 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

质的总 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 求，同时又是职业

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5]。本专 业学生毕业后基本都从事建筑工程相关

领域的工作。建 筑工程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保证其质量至关重 要。随

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业发展也蒸蒸日上， 但其中会出现诸多问题，如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每每 发生，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给国

家造成 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工程质量是由建筑工程 技术人员把握的，

其是否是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 养对工程质量有很大影响，所以必须培养

学生坚守职业 道德的意识。根据课程内容，在“建筑电气设计案例”章 节，教

师可讲解设计环节在整个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性，这 里的设计不仅指前期的建筑

设计，也包括后期的施工组织 设计。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一环，设计决定了工

程建设的安 全和造价，因此教师应结合我国实行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制，让每

一位学生都深刻认识到建筑工程师的责任和操 守，从而使其树立强烈的责任意

识和崇高的职业道德。 

3“知识-思政”点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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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知识-思政”点如图 1所示。 

 



图 1 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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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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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绪论”章节中关于建筑供配电的教学

内容涉及我国的三峡水电站、秦山核电站、特高压输配电网，这些项目采用的技

术和设备基本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且许多技术都开创了世界先例。这一“知识

-思政”点课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树立奋发有为、强我

中华的意识。 

在“高低压电器”章节中，介绍昌吉准东到安徽依 1100 KV 高压输电网，

该电网里面的特高压输电变压器及高压电器元件都采用我国自主开发的技术，

大国工匠---王进在“刀锋”上起舞，守护着岁月通明、万家灯火，还有扎根电

力计量一线的铿锵玫瑰----黄金娟，用专注与坚守，生动注解工匠精神。知识

与思政相辅相成，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中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技术强国的使命感。 

根据对建筑供配电系统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的分析，为使学生学会从事电气

运行、管理、检测和维护等工作，本课程从供配电行业中提炼出 6 个典型的学习

型工作项目，在项目实施中，进一步拆分成若干个学习型工作任务开展教学活动。

每个项目的教学内容、能力要求和思政元素如下表： 

3.2“知识-思政”点教学设计 

模 块  单 元 任 务  思 政 元 素  教 学 目 标  教 学 策 略  

建筑供

配电与

照明系

统的设

计 
 

供配电系
统中设备
选型 

职业道德 
社会责任
感 

专 业 目
标： 
会正确选
择导线和
电缆。 
思 政 目

标：守住

自己的道

德底线，

责任心是

案例引入： 西安地铁“问题电

缆案”，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 3

号线工程采购使用不合格线缆，

用于照明、空调等电路，埋下安

全隐患，造成恶劣影响。 

教学内容：导线和电缆如何选择

和校验。 
内容反思：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
良好的职业素养，做一个有责任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66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78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78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226417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2264179&ss_c=ssc.citiao.link


成就事业

的基石  

心的人。 

3.1“知识-思政”点教学实施流程 

（一）案例引入 

新闻回顾： 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  

 西安地铁“问题电缆案”，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 3 号线施工方需要 95 平方

的电缆， 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以次充好，将 70 平方的电缆用 95 平方型号进

行包装提供给地铁施工方。 

（二）知识点的学习 

课程导入：导线及电缆选择不当有什么危害，应如何选择？ 

课程内容：导线和电缆的选择原则及校验方法。 

课堂练习：家庭装修导线如何选择？ 

课程总结： “问题电缆”在使用中由于铜导体偏小，而电流大，会造成发

热，引起燃烧。因此，使用“问题电缆”等于埋了颗“地雷”，随时随地都可能

“引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实际工程设计中，电缆型式的选择应严格遵循国

家标准及规范。 

（三）内容反思 

采用启发讨论式，鼓励大家通过本节课的内容和案例，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

怎么做。总结学生反思内容希望大家以后对工作认真负责，把团队的责任，社会

的责任，当做自己的责任，做事任劳任怨，有始有终，做任何事情都不推脱。 

4 思政建设的成果及反思 

4.1 专业教师的思政能力的提升  

为了提高课程思政的质量，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疗效”，只有加强师资队

伍的建设，使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形成了育人共同体，才能发挥育人功能。但各

专业课教师在这方面的意识、素养以及能力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依据现实情

况不断学习来提高， 从而发挥育人共同体的积极作用，发挥整体效应。组建供

配电课程思政团队，目前团队专任教师 7 人，均是中共党员，团队成员有 5 名

专任教师和 2 名企业人员组成，团队成员熟悉教育教学改革趋势，学术水平高

超、教学经验丰富。老、中、青结合，梯队合理，具有良好合作精神和持续发展

趋势。 

积极参加“课程思政”学习和培训。通过学习和培训，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

内涵，启发了课程思政案例的挖掘途径和方法，对课程思政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

的认识。深入认识到课程思政实施教师应具备驾驭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能力，

熟练掌握专业课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因此专业教师不仅具有精深专业素养，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OkRHB_GaOT68-hJiDhCTPK_EXca_FznE-e9dRCxRybdeSm3hJmGyTo0ztd7q5nl6o.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66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78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78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4188030&ss_c=ssc.citiao.link


而且具备高尚师德、 精湛育德能力，才能为学生提供优质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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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通过多次专项培训

等方式提高业务素质与教学水平。 

 

  

图 2  项目团队                             图 3  项目启动讨论   

  

图 4  课程思政认知升级与设计学习      图 5 思政小组成员合作完成学习任务 
 

图 6  思政课程设计展示              图 7 思政教学小组讨论 1 

 

 

 



                    

图 8  思政教学小组讨论 2                    图 9 思政教学小组调研 
 

                                                                                                                         

图 10 培训证书                    图 11  学习证书 
 

4.2  《建筑供配电》课程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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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开挖课程思政功能，使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育人协

同效 应，不断提升课程思政质量，项目组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自从这项工

作启动以来， 项目组多次召开课程思政研讨会。不论是项目组教师还是其他课

程教师，大家都积极 参与。探讨会上，大家从自身教学过程中，结合“00”后

大学生的群体思想活跃，容易 受到外部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

必须探索“课程思政”实践的新路径。 一致认为：第一，必须加强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指导，坚定学生职业理想信念；第二，结 合各自课程特点，强化准则意

识、规范意识，教育学生践行诚实守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第三，回首我

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四，促进

学生的服务意识；第五，引入与课程或行业相关的热点，帮助学生树立对职 业

的敬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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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主讲教师录课视频                   图 13 企业教师现场录课视频 

图 14  电力抢险事迹 PPT                 图 15  电力发展概述 PPT 

图 16  大国工匠黄金娟 PPT                  图 17  大国工匠王进 PPT  

图 18  电力宣传视频                   图 19  电力宣传视频 



                

图 20  许 昌 龙 岗 火 电 厂     图 21  许 昌 龙 岗 火 电 厂 技 术 人 员 讲 解 

  

图 22  许昌龙岗火电厂                        图 23 许昌龙岗火电厂   

4.3 教学反思  

高职业学校培养优秀的人才应该是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 任感、良好的职

业素养、优秀的工匠精神、良好道德修养的综合性职业人才，教学也应以此为目

标培养人才。将思政元素融入《建筑供配电》课程教学中并进行实践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 

课程的教学实施后，在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合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思政

元素的挖掘可以从现 实的问题入手，挖掘与专业知识关系密切的元素，“课程

思政”讲究的是“润物无声”，在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后，还要将其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过程有效的融合教学设计的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方法不够多样化；教

学能力和思政教学能力有待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思政能力是课程思政 的关

键，能力不足就会影响“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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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