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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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回路电流法

2.对应章节：第三章第四节

3.课程讲次：12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本思政教学案例旨在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科技成果的创新价值，探索如何将科

技成果与国家需求、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学生提

供跨学科思考和实际运用的机会。

四、案例主要内容

1、导入知识点：

知识点：回路电流法



1、支路、结点和回路的相关概念

包含的三个内容： 2、回路电流法解题思路

3、回路电流法应用举例

通过回顾上节课的授课内容，引出本节知识点内容，进入知识点。

2、介绍科学的方法论

先介绍支路电流法在求解支路数较多的电路问题时会导致方程数增多，而求

解难度增大，需要引入其他的更优的回路电流法，指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不断发

现更快更好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方法论。同时引用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

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结合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的现状，使学生明白自

己肩上的历史使命和职责，激励学生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创新价值。



3、讲解回路电流法解题思路

回路电流法解题思路：1.设定回路电流；2.根据回路电流列写回路电流方程；

3.求解回路电流，并最终确定支路电流和电压；4.联立所有方程求解。

注意：自电阻和互电阻的区分，及最终求和是代数和



4、讲解回路电流法应用举例

通过具体的例题讲解支路电流法求解电路的过程：

（1）设定回路电流；

（2）根据回路电流列写回路电流方程；

（3）求解回路电流，并最终确定支路电流和电压；

（4）联立所有方程求解。

注意：提醒学生方程的总数=网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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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路电流法的解题思路及其应用，引导深刻理解科技成果的创新价值，探索如何

将科技成果与国家需求、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学

生提供跨学科思考和实际运用的机会。

六、教学反思

在课程结束后，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关注科学、献身科学，为国家民族振兴

储备知识与力量，关注学生对科技成果、国家需求、人民要求、市场需求之间关

系的理解程度，以及他们在跨学科实践中的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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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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