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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落实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已在地方高校开启

了广泛探索。紧随地方高校，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军事人才，针对军队院校专业背景课程理论知识

多，“课程思政”元素不易挖掘的问题，本文以《武器测试技术》课程为例，通过深入思考课程地位与

内涵，从爱国情怀、科学思维和哲学素养三个方面合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提升专业背景课程的思政教

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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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relevant policies, it has been widely explored 
in local universities. Closely following the local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military talents of 
the new era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theo-
retical knowledge in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courses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s, taking the “weapon testing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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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 as an example, through in-depth thinking on the statu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ourse, 
reasonably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from three aspects of pa-
triotism,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lity of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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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作实施纲要》，提出要在高等院校推进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1]，从国家层面指明了“课程思政”的改革目标。此后，教育部陆续印发了包括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在内的一系列指导文件[2]，对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进

一步指导。在上述文件的指导激励下，地方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走在前列，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军队高等院校作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军事人才的摇篮，更加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学生的

课程中开设了大量的思想政治课程，并在学生的生活中组织了各类政治教育活动[3]。而专业背景课作为

军校学生课程体系中时间最长，比重最大的课程，其对于“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教育

部陈部长也在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了专业课程教师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4]。因此，本文将以《武器测试技术》课程为例，在深入分析其课程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学习目标、授

课对象和教学内容从爱国情怀、科学思维和哲学素养三个方面合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对专业背景课程

如何融入课程思政进行探索与实践。 

2. 《武器测试技术》课程特征 

《武器测试技术》是我校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必修考试专业背景课，理论知识与课程实验相结合，

向前承接科学文化课程，向后衔接专业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过渡的

桥梁作用。该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为测试的基本概念、测试系统的组成与原理、测试技术的典型武器应

用、测试技术的发展趋势等，涉及多个学科内容，它需要学生对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子技术基础、

材料力学等课程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基础。主要教学目标为使学生掌握武器测试技术的基本理论；学会典

型测试设备的组成、原理和使用方法；能够熟练运用所学测试技术知识进行测试工作；培养学生独立获

取知识的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测试问题的能力。 
为适应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要求，本文将从《武器测试技术》的课程内涵出发，以新时

代军事教育方针为指引，结合国内外测试技术革新和高新测试设备在武器上的应用，充分挖掘课程内容

背后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采取主动启发与潜移默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具体案例的知识引导、情感铺

垫和语言感染，将设计好的思政元素传递给学生，在知识传授中融入情感教育，推进《武器测试技术》

的“课程思政”建设，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军事技术人才。 

3. 《武器测试技术》思政元素挖掘 

深入研究《武器测试技术》课程的知识体系，其教学内容可延伸至测试设备的发展过程、信号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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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描述方式、信号处理的公式推导、相关科学家的研究历程、最新测试技术等。因此本文将从爱国情怀、

科学思维和哲学素养三方面挖掘《武器测试技术》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这些

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背景课的课程授课当中，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武器测试技术有机结合，真正实现对学

生的育人功能。 

3.1. 爱国情怀的培养 

身为中国公民和军校学生，爱国情怀是其道德标准的核心要求，身为中国公民和军校学生，爱国情

怀是其道德标准的核心要求，在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
工作条例》会议中强调：“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

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5]。”因此在专业背景课中融入爱国教育是“课程思政”改革的

重要课题。” 
爱国教育，关键在于引起学员共鸣，从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课程内容涉及知识是从原理、应用角

度出发，与“爱国”思政元素的连接较为生硬，因此需要借助知识点背后的故事，搭建从教材知识到思

政元素的“桥梁”。“桥梁”的构建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谈，国内测试技术从无到

有、从落后到先进，给学生信心的同时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二是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从时事热点问

题入手，通过热点问题中与课程相关知识点的联系，即可以从自主技术的成功应用讨论，又可以从国外

技术封锁角度出发，从而吸引学生注意力，达成情感认同。 
在对理论课程进行课堂授课时，可适当拓展授课内容，如在绪论中可介绍我国测试技术的发展历程，

回顾建国初期，测试设备落后，然后经过多年不断奋斗，技术快速发展，正是如此，武器装备才越来越

先进；同时，还可以结合在奋斗过程中凸显出的先进人物，从人物的事迹、语录入手，以榜样的力量感

染学生。在定位定向测试技术中，通过讲述精准的全球卫星定位对国防的重要性，再介绍 2018 年底我国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已开始提供全球服务，并具有较高的精度，在民用和军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引用国内外没有自主定位技术而处处受制于人的案例，例如“银河号”事件，与北斗系统成功后

的情况相互对比，体现祖国的日渐强盛，引发学生自豪感。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中，可以结合大国工

程，如介绍上海洋山港口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使用了先进的传感器控制技术，大幅提升

了集装箱的装卸效率。讲述时可以适当说明案例中应用场景，与科课程学习内容相互对应，既能指出

该技术的应用对于生产生活的重大意义，又可以增强感染力，自然顺畅的过渡到思政部分。在计算机

数据采集部分，涉及到数据采集器的硬件电路，可以和“芯片封锁”这个热点话题联系起来，依托时

政热点，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此种方法要求时效性，要关注学生关注的话题，提前做好调研才能有好

的效果。 
通过上述手段均可有效引发学生对于祖国综合国力的思考，彰显中国近几十年在科技道路上的快速

崛起与卓越成就，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但是同时也要让学生们了解到材

料、物理等基础学科水平也和国外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测试理论的建立均由国外科学家主导，如频域

分析理论、数字信号分析等，导致我国还需解决许多“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例如，部分高精度传感器

如光栅尺、激光测振传感器，长期被国外公司所垄断，我国急需突破高精度测试仪器研发的技术壁垒，

从而使学生感悟学习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奋发图强，努力赶超。 

3.2. 科学思维的培养 

科学思维强调严谨的逻辑思维、求真务实的批判思维和勇于开拓的创新思维，是学生认识客观物质

世界本质属性的方式，也是学生分析、论证、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6] [7]。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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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大学生培养的关键环节[8]。 
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本课程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授课过程中关注学生正确认

识、分析、解决实际工程测试问题的能力。课程内容包含的理论推导、工程技术，与大部分理工课程相

似，课程覆盖的知识点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所以，思政元素的挖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课程知识

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在讲授时配合授课过程，将隐藏的逻辑主线显化给学生，进而实现学生科学思维

的培养；二是通过课程环节合理设计，可以通过讲述知识点背景知识实现思政，也可以通过教学环节的

多样化设计实现思政。 
在理论课程前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选取精品资源布置给学生进行预习观看，并要求学生列出疑难

内容，然后在课堂授课过程中对比视频资源与教师讲授的异同点，以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批判性思维。 
在课堂授课过程中，通过合理的过渡环节连接前后内容，结尾增加小结，点出逻辑要点，例如飞行

速度测试学习中，通过不同区截装置原理、结构的对比讲解，点出区截装置设计所遵循原则，引导学员

进一步思考区截装置更多的可能性，培养学生在科学研究中抓住根源，举一反三，大胆探索的创新思维；

又例如在应变和压电传感器学习时，后级电路设计一定是为了解决前级电路的遗留问题，所以通过引导

学生分析传感器等效电路的问题，思考解决方案，再学习测量电路内容，利用传感器测量电路设计的内

在逻辑培养学员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通过对相关科学家研究历程的介绍，如

在周期信号的频谱分析中介绍法国数学和物理学家傅里叶所提出的傅里叶级数理论严密工整，不仅包含

适用于工程中的单边傅里叶级数，还包含保持了数学严谨性的双边傅里叶级数，在许多领域都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高新技术中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教授，依靠其精

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完成了航母电磁弹射器的研究，对我军装备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以及通过对难点问题的小组探究和严谨的信号处理公式推导，来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

匠精神和缜密的逻辑思维。 
以上内容是在理论课中实现科学思维的培养，在实践课中通过学生动手实践的经历同样可以实现。

在实践课程中，通过布置“测试微项目”，采样任务驱动的模式，由学生根据课程所学，结合具体装备

和任务要求，自行设计方案完成测试任务，以此来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探索能力。在实践课结束后，

由学生自行总结收获，进一步强化思政效果。课程还通过结合最新的测试技术和理论，如在传感器原理

与应用中介绍智能感知和无线传感器技术，在无损检测技术中介绍激光超声和磁探测技术等，以拓展学

生的知识范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 

3.3. 哲学素养的培养 

测试中各类信号处理问题的解决都深刻依赖着数学工具，如微分、积分、卷积等，而恩格斯指出数

学概念和公式中随处都在体现着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9]，因此可以在学习《武器测试技术》课程的过程

中融入联系的、辩证的哲学思维。 
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矛盾”，他反应了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 
在信号的频域分析中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是在一个周期的有限范围内积分，

而非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则是在负无穷到正无穷的无限范围内积分，可以理解为当周期信号的周期为

无穷大时，他就是非周期信号，因此积分范围也就从有限变为了无限，以此来引导学生理解哲学中的矛

盾概念，很多事物看似对立，但其实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培养学生利用矛盾思想分析事

物的哲学思维。另外，在学习测量系统时从时域来观察判断一个测量系统是否为理想不失真测量系统一

般是很困难的，而时域和频域是描述同一系统的两个角度，将其通过傅里叶变换转换至频域后，它的判

断就变得十分直观有效，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同样的体会在介绍采样定理时也可以得出，从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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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一个信号的采样频率是毫无头绪的，但是将其转换至频域后，就可以很清楚的判断在什么频率范

围内对信号进行采集时信息不会丢失，以此教育学生在对待问题时，要开拓思维，善于选择恰当的方法

和手段，培养学生多角度多维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 
在常用传感器内容的学习中，融入误差的概念，测试就会引入误差，例如在应变式传感器原理推导

中就省略了高阶小项，又例如在压电式传感器电压放大器输出公式推导中同样省略了分母中影响小的因

子，以此告诫学生有问题并不可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区分主要矛盾和次

要矛盾，重点问题优先解决。在学习本课程后，需要学生能够独立完成测试工作，因此会面临系统设计、

设备选型等问题。例如应变式传感器和压电式传感器都能测量力，选择哪一种合适。又比如，数据采集

器采样频率，大采样频率数据量多更有利于数据分析，但需要的硬件条件更高，小采样频率数据量少需

要的硬件条件低，但不利于后期处理分析，采样频率选择多大合适。通过类似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素养。同时，在课堂授课过程中，通过工程中具体的武器测试案例，联系理论与

实践，以此引导学生理解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课程中抽象的理论知识都有许多形象具体的案例来表现，

比如水银温度计测量体温五分钟的时间要求本质上是由温度计自身的动态特性所决定的，以及眼睛观测

转动车轮时所出现的频闪现象是由眼睛采样能力不足所造成的。 
此外，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他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的内在

联系及相互转化。 
在课程学习中处处体现着此种关系。例如在常用传感器内容的学习中，有原理讲解、公式推导、电

路设计等内容，分别涉及材料学、高等数学、电路原理、模拟电路原理等一系列的基础课程。学生在一

入学就开始学习，直至大三开始使用，正是这些基础课程知识的累积，搭建起了课程中各式传感器测量

系统。从此角度引导学生用辩证的哲学思维看待问题，一方面要耐得住寂寞，肯下功夫，注重平时多积

累；另一方面要懂得把握时机，积极进取，实现“质”的飞跃。同时，还要提醒学生要注意“适度原则”，

把握做事尺度，坚持遵规守纪。例如，在测量系统动态特性学习中，一阶、二阶测量系统都有工作频带

指标，被测量在频带范围外时，测量就会产生较大误差；在数据采集学习时，采样频率选择，既要满足

采样定理要求，又要考虑成本问题；在常用传感器的实践课程中，使用的每款传感器都有其测量范围；

通过类似的知识点，引导学生运用辩证思维思考工作学习中的问题。 

4. 结论 

在军队院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改革的教育背景下，本文以《武器测试技术》专业背景课程为例，

在综合分析其学习目标、授课对象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从爱国情怀、科学思维和哲学素养三个层面合

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到课堂授课当中，为相关专业背景课程实施思政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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