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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高巧玲　余　娟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株洲 ４１０００２）

摘要：落实立德树人，实现三全育人，通过具体的案例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数字电子技术”这门专业课程中，传授学生专业知

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重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内容，分项目进行思政元素的融合，采用线

上线下、仿真＋实物制作的方式，并将德育考核纳入到教学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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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是应用电子专业、自动
化类、工业控制、轨道交通类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

课。该课程主要讲述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

路，通过对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

辑电路的学习，培养学生电路分析、识别芯片、查找

芯片的数据手册、设计电路的能力，该课程可以为

后续的“单片机技术应用”“嵌入式系统开发”等课

程奠定良好的基础。由于该课程涉及范围广，选课

人数多，课程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丰富，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习

惯，进而提高学生的工匠意识。

１　教学现状
目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字电子技

术”采用理论 ＋实验的方式进行教学，以６０课时
为例，分为４６课时理论 ＋１４课时实验，实验室和
理论教室分离，教学内容如下：

表１　教学内容安排表

序号 课题 课时

１ 逻辑代数基础 ６

２ 门电路及其应用 ８

３ 组合逻辑电路及其应用 １０

４ 触发器及其应用 １０

５ 时序逻辑电路及其应用 １４

６ ５５５定时器及其应用 １２

　　专业课老师重视专业知识的讲述和具体技能
的训练，对学生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度不高，

思政课一般采用理论授课＋配套练习模式，与专业
课的学习联系不多，上课学生抬头率低，这样导致

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在立德树人上的两张皮现象，

没有利用学生重视专业课的优势，也没有利用思政

课程的育人理念，使得德育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２　教学改革与实践
２．１　重构课程内容，分项目进行思政元素融入

为落实学校“厚基础、重复合、强素养”的人才

培养要求，推进复合型、发展型、创新型、国际化高

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重构“数字电子技

术”课程内容，将原来的６个项目重构成５个项目，
针对每个项目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合。

项目一：门电路的分析及应用。通过引入芯片

的发展历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和使命感，通过

华为和中兴事件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操。通过与非

门构成其他的门电路给学生讲解，做事要脚踏实

地，从最基本的做起，打好基础，才能攀登科学高

峰。通过讲解化简，给学生引入在设计产品时要考

虑能耗和效益，做事要讲求方法。在讲解集成逻辑

门电路时，引入“鳍式晶体管”的故事，引导学生认

识到目前集成电路发展的现状，鼓励学生努力拼

搏，振兴集成电路产业。引入验证性实验———逻辑

门电路的功能测试，让学生意识到芯片产业的落

后，引导学生努力学习，振兴民族产业。

项目二：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及应用。通过常

用的组合逻辑电路，引导学生认识到国与家、整体

与局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要有良

好的团队意识。通过译码显示引入日常生活中的

红绿灯，引入规则意识，引导学生遵纪守法，做诚实

守信的人。引入数码管的实验，先通过７根无顺序
的线去控制数码管的显示，再加上译码芯片，通过

四个有规律的引脚去控制显示，让学生明白做事要

讲方法。

项目三：触发器电路的分析及应用。通过层层

深入的方法讲解各种触发器，电路发生一点点改

变，结果却发生较大变化，引导学生创新思维的重

要性，从小改变中发现大变化。通过用与非门构成

基本触发器，再通过基本的 ＲＳ触发器去构成其他
的触发器，让学生知道量变是可以产生质变，提示

学生脚踏实地，认真过好每一天。再通过集成的芯

片去验证，让学生知道任何复杂的事情都是由简单

的事情构成的，理解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项目四：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及应用。引入同

步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引导学生要与时俱进，通过

定时计数器，引导学生要守时，珍惜时间，珍惜生命。

引入４５１８和７４ＬＳ１６１的计数器实验，通过改变电路
接法，实现效果不一样，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项目五 ５５５定时器电路及其应用，通过仿真
５５５定时器的三种应用电路，让学生总结数字电路
和模拟电路的联系，在数字电路中加入少量的电阻

电容，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让学生明白知识是相

互联系的，要学会积累知识以及对知识进行融会贯

通。学科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知识之间也有联系，

团队协作非常重要。再通过５５５所构成的单稳态
触发器的延时作用，结合日常生活中的楼道灯，引

导学生节约能源。通过５５５构成的多谐振荡器，讲
述防盗报警器和救护车报警电路，警示学生珍爱生

命，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２．２　采用线上＋线下，仿真＋制作
在传统的理论 ＋实验的基础上，增加线上教

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线上课程让学

生做好课前准备和课前预习，线下进行问题答疑和

难点解析，延伸课堂的空间和时间，加入 Ｍｕｌｔｉｓｉｍ
电路的设计与仿真，延伸实验室的时间和空间，让

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实验。嘉立创在线打板与设计

电路，可以让学生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自己在对应

的商城进行元器件选取，增加学生的成本意识，焊

接调试好小型电子产品，增加成就感，让学生认可

自己的能力，进行真实产品的开发，让所学知识得

到充分利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兴趣。

２．３　改变课程考核方式，加入德育考核点
根据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全方面考核，综合

成绩＝平时成绩＋实验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将德
育和美育融入到实验和平时考核中，详情见表２。

表２　考核表

考核类别 考核点 具体内容与要求 分值 考核方式 占总分比例％ 时间范围

平时成绩

课堂考勤

回答问题

课后练习

在线测验

１．平台签到（５分）；
２．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正确回答老师提问（５分）；
３．在线思政案例的学习（５分）；
４．课后练习及在线测验（５分）。

２０
过程考核

教师评价

学生互评

２０ 全程

实践技能 实验操作

１．安全用电、完成实训室的卫生（劳动教育）；
２．能够通过不断尝试进行规范、熟练操作实验内容
（工匠精神）；

３．实验完成后进行结果的讨论与验证（团队协作）；
４．小组共同完成实验报告。

３０
过程考核

教师评价

学生互评

３０ 全程

理论考核
基础理论知识、综合

应用知识
项目一、二、三、四、五知识点 １００

期末考试

教师评价
５０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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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将为党培养合格

的接班人。要求当代教师能够运用先进的信息技

术，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通过引入通识教育，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再加入专业知识，在传授专

业知识的同时，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

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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