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情况 

一、科学设计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课程结合学院“高端引领、特色立校、内涵发展、多元办学”的办学定位、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特色和“懂测试、精装调、善

诊断、通营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建设方向

和重点。课程紧跟山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调研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

修岗位群对高压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的素质、知识、能力要求，对接低压电工

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标准、行业新规范，引入企业

真实工作任务，校企合作将课程内容设计为由简单到复杂的“会操作、精检修、

善处理”三大模块，涵盖 6 个项目、18 个工作任务，旨在培养学生正确操作

新能源汽车、在工作前按规范做好安全与作业准备、认识并拆检新能源汽车高

压系统、灵活处理新能源汽车事故现场的岗位职业能力。 

课程将从事新能源汽车行业所需的环保理念、大国工匠精神以及吃苦精神

融入模块教学项目，旨在培养“爱党爱国爱岗爱集体”的“操作中知环保、检

修中聚匠心、处理中乐奉献”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围绕课程建设目标，以“爱党爱国爱岗爱集体”为一条主线，从“聚焦环

保的非高压操作、安全规范的高压断电检修、科学高效的带电应急处理”三个

维度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分解出具体的“三识三力三精”（3-CAS）思政元

素，注重培养“三种意识”、提高“三种能力”、树立“三种精神”，并系统融

入教学全过程，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多元一体。 

 

图 1  课程 3-CAS 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围绕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将具体的“三识三力三精”（3-CAS）思政元素有

效融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课程教学过程

中实施线上线下结合、课内课外结合、校内校外结合、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结

合、教学过程与信息技术结合，促进学生职业意识、能力、精神提升，探索了

“五融入五结合三提升”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图 2  “五融入五结合三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一、融入教学目标，修订课程标准 

依据课程思政建设总目标，修订融入思政元素的课程标准，将具体的“三

识三力三精”（3-CAS）思政元素分解到课程每一个模块的教学目标中，确立素

质、知识、能力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具体的教学目标如图 3中所示。 

 

图 3  课程教学目标 



二、融入教学内容，构建课程思政矩阵 

本课程教学内容共有三个模块、五个项目、十五个工作任务，课程团队根

据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实际，深度挖掘提炼本课程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

内涵，找准课程思政载体，构建课程思政矩阵。以模块一为例，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爱党爱国爱岗爱集体为

主线，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品牌意识、团结协作能力以及环保精神，找准思政

载体，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教学内容，如图 4中所示。 

 

图 4  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内容（以模块一为例） 

三、融入教学过程，创新课程教学模式 

依托信息化教学平台，校企双元根据教学目标、学情分析，围绕教学重难

点设计教学策略，将教学实施划分为课前探学、课中做学、课后拓学三个阶段，

实施“学-入-探-究-练-结-拓”七个环节，创新“双导师、三阶段、七环节”

混合式教学模式，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强化学生职业意识、提升学生职业能力、

铸造学生职业精神。 

课前，学生借助信息化平台自主学习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案例，校企双导



师在线答疑； 

课中，“入情境-探原理-究方法-精技能-作总结”五环节递进，借助动画、

虚拟仿真等现代信息技术，有效融入设计好的课程思政元素； 

课后，通过开放实训室、汽车产品兴趣小组、社区服务等拓展学习，实现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 

 

图 6  “双导师、三阶段、七环节”混合式教学模式 

四、融入教学方法，凸显课程思政特色 

1.任务驱动法 

课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实施了“模块-项目-任务”式的课程重构，依托十

六个工作任务的学习，驱动学生完成聚焦环保的非高压操作、安全规范的高压

断电检修、科学高效的带电应急处理等技能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中深刻体会

专业知识蕴含的思政价值。 

2.启发式案例法 

课程引入大量真实、鲜活的企业工作案例、行业时事新闻，启发学生对国

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新能源汽车行业新技术等进行深入思考，使学生在学

习中感受职业精神的价值。 

3.综合轮转实训法 

针对课程实训技能点多、参与角色多的问题，在传统分组教学法的基础上

实施了综合轮转实训教学。每一个教学任务中的实训环节末，小组内依次轮换

操作员、监督员、记录员、评分员角色；技能点复杂的实训环节，在不同工位

设置源于企业的不同真实故障，小组间进行工位轮转，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故障

检修能力。在不断轮转过程中，学生参与不同岗位和角色的实训，激发了学生



的主动学习意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技能水平的迅速提升，增强了学生的

专业信心。课程创新的综合轮转实训法在校内外作为教法创新典型案例推广，

获得省级媒体报道。 

此外，课程还采用了互动教学法、虚拟仿真教学法等，增强了课程思政的

感染力、生命力。 

 

图 7  综合轮转实训法现场实施图 

五、融入教学资源，开发立体化资源库 

课程团队邀请行业、企业专家，结合学生学习特点及认知习惯，有效融入

产业新技术、新标准、新规范，开发了与课程配套的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新形态教材，与企业合作共建了课程虚拟仿真平台、课程思政案例库等资源，

将挖掘的思政元素以及二十大精神内涵准确、规范的融入教学资源，借助信息

技术开发了课程思政立体化资源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