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路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谢新文

课程名称 电路分析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校级一流课程 开课年级 大一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总学时 80

一、课程简介

《电路分析》课程是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大一上

学期开课，总学时 8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60 学时，实验教学 20 学时。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理论、分析计算电路的基本方法和进行实验

的必要专业劳动技能，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与本专业有关的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

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及劳育元素，实现课程育人，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法制观，强化劳动意识，端正劳动态度，

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培养较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任重道远、把握人生关键时期—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2.对应章节：第二章第二节

3.课程讲次：7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此次教学应使学生了解了解支路、节点和回路的概念；掌握基尔霍夫电

压定律。此次教学节段先给出一个利用中学知识点和解题思路无法求解的复杂电

路，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新定律的兴趣，再简单介绍基尔霍夫在大学时代就提

出这一定律的事实，然后再讲授基尔霍夫定律。

引导学生在掌握好基础的科学定律之余，关注国家和社会在自己所学学科领

域内的急切需求和发展瓶颈，明白自己所肩负的独特机遇和责任，通过不懈努力

和创新，塑造自己的未来，为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案例主要内容

1、导入知识点：

知识点：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1）结点、支路和回路的概念

包含的三个内容：（2）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3）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应用

通过回顾中学电学求解电路结构的思路，引出本节知识点内容，进入知识点。

2、介绍基尔霍夫定律和基尔霍夫

先简单介绍基尔霍夫定律和德国物理学家基尔霍夫，并指出基尔霍夫是在



21 岁就提出了影响网状电路计算的两个重要定律：基尔霍夫电流和电压定律。

再引入课程思政内容：习主席在五四青年节上对新时代青年的寄语中强调了

青年时期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一个发明创造的黄金时期。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

的发明和创造往往源自科学家在青年时期的努力。这启示我们要珍惜青年时光，

培养创新性思维，为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这一激励提醒着

学生，他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拥有独特的机遇和责任，通过不懈努力和创新，

塑造自己的未来，为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

3、讲解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表述：对电路中的任一回路，沿任意循行方向转一

周，其电位降等于电位升；或，电压的代数和为 0。引导学生得到代数表达式：

电位升=电位降；再通过一个实例讲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可以推广至某一闭合面。

注意：在应用基尔霍夫定律解题时要注意电压的方向。

4、讲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应用

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表述，列写回路电压方程，先设定循行方向，在标

出各元件电压方向，然后再判断循行方向和元件电压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取

正，不一致则取负。



提醒学生在列写方程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压方向和循行方向一致时电压

取正直，否则电压取负值。

注意：列写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时注意考虑循行方向和电压方向是否一致。

5、总结：总结归纳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1）求解复杂电路用基尔霍夫定律；

（2）结点、支路和回路的概念；

（3）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4）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推广。

五、案例教学设计

以课堂讲解为主，借助多媒体课件，辅以案例视频和图片形式，使学生掌握

基尔霍夫定律及其应用，同时借助科学家的事迹引导学生培养创新意识。

六、教学反思

此次教学过程中，对于学习重点、难点，精心设计问题，通过提问方式，引

导学生思考问题，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起理论与实践学习的兴趣，培养了

学生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电路的设计能力，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融入了“任重

道远、把握人生关键时期”这一思政素材，引导学生在掌握好基础的科学定律之

余，关注国家和社会在自己所学学科领域内的急切需求和发展瓶颈，明白自己所

肩负的独特机遇和责任，通过不懈努力和创新，塑造自己的未来，为社会进步和

国家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在课程结束后，关注学生此次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

以及他们在电路分析和设计实践中的表现。通过学生的反馈，不断优化课程内容，

使其更贴合实际应用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