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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专业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与思政教育的结合

张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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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气工程技术的发展与团队协作要求的提升，结合思政教育培养电气工程专业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显

得日益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电气工程专业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模式，并分析如何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入其中。通过

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法，研究发现当前电气工程专业在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方面存在意识不强、实践机会缺乏、

教育融合度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加强团队意识教育、提升实践教学质量、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课程体系、促进多样性管理与冲突解决技能的培养等对策。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这些对策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并在专业学习中深化思政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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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bin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Teamwork Spiri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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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mwork requirements,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teamwork spiri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teamwork spirit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nalyze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i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jor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awareness, lack of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low degree of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teamwork spirit.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team awarenes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struct a curriculum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diversity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kil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unter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teamwork ability and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Keyword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am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ion mode;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1 引言

在电气工程专业领域，团队合作不仅是完成复杂工程

任务的必要条件，也是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工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

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

焦点。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不仅仅涉及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

授，更关乎团队价值观的形成与思维模式的塑造。论文首先

回顾了团队合作精神与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明确了两者在

电气工程专业教育中的重要性。紧接着，通过分析当前电气

工程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团队合作精神培养的难

点与挑战。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

以期实现电气工程专业团队合作精神的有效培养，并整合思

政教育，以培育出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拥有良好团队协作能力

的电气工程人才。论文的研究旨在为电气工程专业教育提供

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支持。

2 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团队合作精神的概念阐释
团队合作精神是指在共同目标指引下，团队成员之间

通过协作、沟通与互助，以达成团队目标的行为准则和精神

状态。在电气工程专业中，这种精神体现为跨学科的沟通能

力、协同解决问题的技能以及对公共目标的共同承诺。培养

团队合作精神不仅需要注重技术技能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领导力与决策能力，以及团队的信任和

尊重。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还应致力于增强学生的自我认

知，帮助他们理解在团队中的角色，以及如何有效地与他人

合作。

2.2 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思政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

其目的是在教育活动中融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引导，以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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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广泛，不仅源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

支持，还包括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历史传统的影响。

在教育学领域，思政教育受到了经验学习理论、发展

心理学等理论的启示。经验学习理论强调通过实践活动可以

有效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道德素质的提高。发展心理学

则关注个体的社会化和道德发展，提供了关于如何通过教育

促进个体道德成长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都为思政教育提供

了科学依据，指导着教育者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在社会文化背景方面，思政教育受到了社会文化理论和

价值观念的影响。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受

到其所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思政教育旨在通过教育引

导学生正确理解和接受社会文化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历史传统方面，思政教育受到了中

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文化传统，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传统文化对个体的道德修

养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思政教育在融入电气

工程专业培养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和传承这些优秀的

文化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电气工程专业培养过程中，思政教育的融入有助于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电气工程是一门

涉及社会、环境和伦理问题的专业，思政教育的融入可以引

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

感、集体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思政教育可以激发学生对社

会责任的认识，使他们在专业学习和将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

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2.3 电气工程专业背景下的团队合作要求
电气工程专业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领域，涵盖从电路

设计、电力系统到自动化控制等多个方面。在此背景下，团

队合作的要求具有多方面的特点：首先，学生需要具备跨学

科的知识和技能，能在不同的技术环节中有效协作；其次，

由于电气工程项目通常规模庞大、技术复杂，团队成员需要

能够在压力下保持沟通和协调，共同推进项目进程；最后，

团队合作还要求成员能够在项目管理和技术创新中发挥领

导力，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创造力。因此，在电气工程专

业中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不仅要注重技术技能的交叉融合，

还要强化项目管理、决策制定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

3 电气工程专业团队合作精神培养的问题

3.1 团队意识不强与个人主义倾向
在电气工程专业中，学生可能倾向于单打独斗，更重

视个人成就而非团队贡献。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可能源于教育

体系过分强调个人成绩，或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被鼓励

与他人合作的机会。教育体系中往往更重视学生的个人学术

成就和技能水平，而非团队协作能力。因此，即使是在需要

团队合作的项目中，学生也可能倾向于独立工作，忽视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

结果是，在团队环境中，弱化的团队意识会导致团队

效率低下，决策过程中缺乏多样性和创新。团队成员之间缺

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导致工作进展缓慢，项目目标难以实

现。此外，个人主义倾向也限制了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

和相互学习，从而阻碍了团队整体的成长和发展。

因此，为了培养电气工程专业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

能力，教育者需要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倾向。首先，可以通

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来鼓励学生参与团队合作，如通过团

队项目和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体验团队

合作的价值。其次，教育者可以提供更多的团队合作机会，

鼓励学生在项目中互相协作，共同解决问题。最后，教育者

可以建立一个支持和认可团队成就的文化，通过表彰团队项

目和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来鼓励学生重视团队协作。

3.2 实际团队协作能力与专业技能脱节
尽管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可能在专业技能上有高度的

能力，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可能并不匹配。这种脱节可能

是因为教育体系更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团队协作

能力的同步发展。在传统的电气工程专业教育中，往往过分

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团队协作

能力的培养。

缺乏实际的团队工作经验，如项目管理、沟通技巧和

领导力的培养，可能导致学生在专业环境中难以与他人有效

合作。专业技能虽然重要，但仅仅依赖个人技能难以应对复

杂多变的工程挑战。在实际工作中，团队合作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如果学生缺乏有效的团队合作能力，他们可能会在项

目管理和团队协作方面遇到困难，影响项目的进展和成果。

3.3 理论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不足
在电气工程教育中，理论知识的传授往往占据主导地

位，而思政教育的融入可能不足。这种教育模式可能导致学

生对社会责任、伦理规范和团队精神等方面的认识不足。电

气工程专业的学生需要理解和掌握电气工程领域的理论知

识和技术技能，但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必须建立在正确的

伦理和价值观基础之上。

思政教育的融入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道德品质，还能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电气

工程领域涉及广泛的社会、环境和伦理问题，如能源安全、

环境保护、数据隐私等。学生需要具备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理

解和认识，才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做出明智的决策和贡

献。此外，思政教育如果与专业知识教学割裂，无法形成互

补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将难以培养出既懂技术又具备社会责

任感的电气工程人才。电气工程专业教育应当将思政教育与

专业知识教学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也

能够理解和掌握相关的伦理和价值观。

3.4 团队多样性管理与冲突解决机制不健全
团队由不同背景、性格、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成员组成，

团队内部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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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管理和冲突解决机制，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误解、矛盾

甚至冲突，影响团队合作的效率和氛围。在电气工程专业中，

学生往往缺乏处理这些问题的技能和经验，这可能妨碍团队

目标的实现，并限制成员潜力的发挥。

4 电气工程专业团队合作精神培养的对策

4.1 加强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教育
要培养电气工程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教育机构应在

课程设计中穿插团队协作的项目和作业。例如，可以通过分

组完成设计任务、实验室工作或研究项目来促进学生之间的

合作。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不仅能学习到如何共享资源、分

配任务和共同解决问题，而且还能体验到集体成功的喜悦。

此外，教师可以通过团队表现和成果对学生进行评估，使学

生认识到集体努力对个人成绩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加强团

队意识，学校可以定期举办团建活动和工作坊，教授学生有

效沟通、冲突解决和领导技巧。通过角色扮演和模拟游戏，

学生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团队工作的原则和技巧。引导

学生反思团队互动的过程，并从中识别和强化积极的团队行

为，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与他人

合作。

4.2 促进专业技能与团队协作能力的结合
要将专业技能与团队协作能力相结合，教育者应确保

教学计划中包含团队项目，这些项目旨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

境，使学生必须依靠彼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完成任务。此

外，通过跨学科团队项目，学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同学那里

学习不同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他们的协作能

力和适应性。同时，学校可以引入专门的课程或模块，专注

于团队动力学、项目管理、沟通技能和领导力的培养。这些

课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团队中各自角色的重要性，并提供实

际练习的机会，以发展这些关键技能。通过案例研究和实际

项目，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团队工作中，从而更

好地准备进入职场。

4.3 深化理论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策略
理论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需要从课程内容到教

学方法的创新。教育机构可以在电气工程相关课程中加入伦

理、社会责任和团队精神等方面的讨论，使学生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其在社会和团队中的应用和影响。

通过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案例，学生可以了解工程决策如何影

响社会及其居民的福祉。为加深学生的思政教育，学校可以

组织讲座、研讨会和辩论赛，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探讨团队

合作在工程伦理、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此外，学

生可以参与志愿服务和社区参与项目，这些实践活动不仅加

深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

集体主义价值观。

4.4 建立多样性管理和冲突解决的有效机制
在多元化的团队中，管理多样性和解决冲突是确保团

队合作精神得以落实的关键。教育机构应通过开设专门的课

程和工作坊，来教育学生如何识别和尊重团队成员之间的差

异，无论是文化、性别、年龄还是专业背景。这些课程应包

含沟通技巧的培训，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地交流思想，倾听同

伴的意见，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学校可以建立一个明确的

冲突解决框架，帮助学生了解在团队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这可以通过模拟练习、角

色扮演和案例研究来实现，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处理

冲突的技巧。同时，鼓励学生在教师或其他中立第三方的协

调下，开展对话和调解，以构建一个支持性和包容性的学习

环境。通过这些教育实践，学生可以发展成为有效的团队成

员，不仅能为团队带来多元化的视角，还能在面对分歧和挑

战时保持团队的凝聚力。

5 结语

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学术和职业环境时，团队合作、多

样性管理、专业技能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还能发展出适应多元文化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种全

面的教育模式有助于培养出更具创新性、责任感和合作精神

的未来工程师，他们将能在全球化的工作环境中发挥重要作

用。教育者和教育机构必须继续探索、实践并完善教学方

法，以确保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经历能够为他们的未来奠定

坚实的基础。同时，学生应积极参与这些教学活动，充分利

用机会来发展个人能力。最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学

生能够不仅在学术上获得成功，也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对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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