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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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培养创新意识—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2.对应章节：第二章第一节

3.课程讲次：6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基尔霍夫在青年时期就发明基尔霍夫定律这一例子，指出青年时期是人

一生中思维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引导学生积极培养创新意识，将专业知

识与思政教育自然地结合。

四、案例主要内容

1、导入知识点：

知识点：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1）结点、支路和回路的概念



包含的三个内容：（2）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3）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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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霍夫在青年时期便提出了著名的“基尔霍夫定律”，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证明在思维活跃的青年时期，培养创新意识至

关重要。这个历史事例启示着我们，青年时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阶段，我

们应该积极培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这种创新的思维方

式，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鼓励学生在青年时期要保持开

放的思维，敢于挑战传统，善于提出新的问题，以此为基础，为未来的创新和进

步奠定坚实基础。

3、讲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表述：在任一瞬间，流向某一结点电流的代数和等

于零，引导学生得到代数表达式：I 流入=I 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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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讲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应用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表述，给出具体的例题引导学生学会应用 KCL 定

律来求解电路内电流的关系；

提醒学生在列写方程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流方向的正负，一般取流入结点

的电流为正，流出结点的电流为负。



注意：列写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时注意考虑电流方向的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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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4）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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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及其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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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课教学中，首先通过情境创设，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在教法上，主

要采用项目教学、理实一体，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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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培养创新意识”这一思政素材，引导学

生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具备精益求精，创新精神。

但也存在问题：1.在学生互动环节中，多数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参与，没有兼

顾全体学生。在今后教学中，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照顾到每一个层次的

学生。2.教师团队能力有限，融入的思政元素比较单一，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需

要进一步开发和挖掘思政元素，把课程思政的理念自然的融入在教学工作中，切

实提高课程的教学育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