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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是高校“课程思政”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文章以计算机类专

业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为例，提出课程思政改革总体思路。围绕思政育人目标，挖掘课程内容的时代

背景与价值理念，以专业知识点为基础，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契合的课程思政案例，旨在从计算机硬件课

程的教学视角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无声融合”，更好地贯彻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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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rganically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a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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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aspect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urse of Computer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in computer-related majors 
as an example, and proposes an overall strategy for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urse delves into 
the contemporary background and value concepts of its content. Based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oints, it design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that align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aim is to achieve a “silent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computer hardware courses, thereby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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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的全面开展，是在各学科、各专业、各课程的教学中，注重挖掘教学内容所

蕴含的思政内涵，根据学生特点和人才培养能力要求制定知识、能力、育人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各专

业的任课教师能在教学中时刻坚持正确政治思想的引导，注重师生间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互动，将思政寓

课程，课程融思政，实现教书与育人的双重任务。良好的课程思政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作为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承前启后、软硬兼容的核心必修课，是学生从理论思维

转向工程思维的关键枢纽。该课程的内容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技术与伦理的交叉、科技与国家发

展的关联等特征，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示范作用[1]。综上，对计算机

组成与结构这门课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对于构建新工科背景下的计算机类专业德育培养新模式

具有极强的辐射和示范意义。如何在讲授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的家

国情怀、学术素养和创新精神，同时指导学生在工程实践中深入理解和坚持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接受

理想信念与价值判断层面的精神指引，是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教学重要的研究内容。 

2.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设计 

2.1. 课程思政实施原则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的课程思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就“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基本问题全面开展，并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原则和教学宗旨，将其作

为检验教学工作开展效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深入挖掘思想政治元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2] [3]。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的课程思政的实施遵循以下原则。 

系统性原则：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无缝衔接。不仅是在某个固定的知识点中加入思政元素，

而是强调与教学体系、教学主体、教学过程三个层次的融合，让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产生更加深刻的

理性认知和情感共鸣。 
针对性原则：关注授课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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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需求和认知特点，充分考虑学生的体验和感受，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开放性原则：具有开放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注重与学生的互动，积极引导学生提问、讨论、辩

论，形成独立、批判和创新的思维方式。 
持续性原则：具有持续性，扩展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充分利用课堂内外资源，达到线上线下学习等

多维度课程思政的要求。 

2.2.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全过程思政教育精神以及高校对专业课程的要求，结合计算机类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在对课程内容及任务进行总体规划、对教学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设计课程思政育人目标[4] [5]。 
育人目标 1：国家层面：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明确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科

技强国的理想信念，激励学生奋发图强。 
育人目标 2：社会层面：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整体与部分辩证统一的哲学观，培养学生团队协作、

集体荣誉的胸襟和格局；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养，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成

为积极向上、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育人目标 3：个人层面：践行学生严谨规范、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提升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

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 

2.3. 课程思政育人要素 

Table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chapters and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表 1. 课程章节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及育人目标 

章节名称 思政元素 育人目标 

计算机与结构概述 从中国超级计算机从落后到领先的发展历程，感

受祖国的日益强大。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引

导学生深刻认识持续的科技创新和进步对于国

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科技力量在提升国家国际

地位中的作用。 

系统总线 从总线的原理、结构及总线的发展引出中国高铁

的发展过程。 
引导学生思考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科技人员

的社会责任。 

存储系统和结构 认识存储产业的格局，考虑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等问题。 
引导学生理解科技创新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和经

济发展，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伦理责任感。 

I/O 系统 
从中断机制及其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作用，分析软

件与硬件的普遍联系；了解计算机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各部分团结协作。 

理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认识

团队合作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 

计算机的运算方法 浮点数表示和误差积累问题、浮点运算的不精确

性能够产生灾难性后果。 
引导学生形成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遵守工程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培养精湛的职业素养。 

指令系统 
在 IEEE-754 浮点数表示的国际标准时，引入我

国 5G 标准。国际标准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助力

改革创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引导学生理解国际标准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激

发学生的自豪感和对国家科技未来贡献的使命

感。 

中央处理器 CPU 芯片产业存在受制于人的困境，华为被制

裁带来的思考，认识到芯片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及科技兴国的使命感，树立

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受众广泛，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等多

个专业。本课程从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观点出发，叙述计算机硬件各主要部件的结构、原理和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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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要涉及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原理与内部运行机理，以及计算机系统软、硬件功能的合理分配等内容，

从整体框架入手，采用自顶向下、由表及里、层层细化的叙述方法，通过对一台实际计算机的剖析使学

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总线是如何将计算机各大部件互相连接成整机的，中央处理器是如何协调各功能部件

共同完成用户任务。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各章节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及育人目标如表 1 所示。 

2.4. 课程思政实施思路 

根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以及学生的学情，合理统筹规划，有针对性地将课程思政元素充分渗透到课

前自学、课中讨论、课后拓展等多个教学环节，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模式[6]。本课程教

学实施过程采用目标引领、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综合利用情景导入、自主

探究、随堂测验等教学手段，重点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7]。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过程

见表 2 所示。 
 

Table 2.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表 2. 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章节名称 课前自学 课中讨论 课后拓展 

计算机与结构

概述 

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历史背景和创

新历程、中国在量子计算机领域

的进展等视频 

分析中国在发展超级计算机技

术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技术挑战

和创新解决方案，讨论这些创新

如何帮助中国在全球科技舞台

上占据领先地位。 

反思在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

下，在促进科技发展、承担社会责

任方面我们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系统总线 
总线技术在计算机和服务器中的

应用、高铁的信号传输与控制系

统等案例 

分析系统总线技术在高铁信号

传输与控制系统中的应用，讨论

其在保障列车运行安全中的作

用和重要性。 

在设计和实施高铁信号传输与控

制系统时，工程师应如何平衡技术

创新和社会责任，特别是在确保公

共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 

存储器和结构 
“下一代存储器，离我们还有多

远”“华为在存储技术领域的创

新成果”等案例 

讨论不同存储技术如何影响科

技、医疗、金融、教育、交通等

多个领域。 

基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及技术趋势，

分析未来存储技术可能的发展方

向。 

I/O 系统 
利用中断机制设计高效的数据处

理系统，实时更新疫情信息，优

化资源分配等案例 

讨论中断机制在协调操作系统

和硬件之间的交互中发挥的关

键作用，如何提高系统响应速度

和执行效率？ 

以中断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为例，分

析团队合作对于技术创新的贡献，

探讨如何在科技项目中建立有效

的跨学科团队。 

计算机的运算

方法 

海湾战争中，美军“爱国者”导

弹防御系统未能成功追踪和拦截

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等案例 

讨论浮点数在计算机系统中的

表示方法，以及为什么浮点数表

示会导致精度损失？ 

思考工程师在设计并实施关键系

统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高风

险应用中，如何平衡创新和安全性

的需求。 

指令系统 习近平向第 83 届国际电工委员

会大会致贺信等案例 

IEEE-754 标准对全球科技发展

的影响？中国在全球 5G 标准制

定中的作用和意义。 

分析国际标准如何影响国家技术

创新政策和企业研发方向，以及国

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作用。 

中央 
处理器 

“芯片是如何制造的”、“海思

麒麟芯片的发展史”、“芯片发

展的最大挑战在制造”等视频 

对比国内外 CPU 性能，我国在

芯片制造产业存在哪些差距？ 

面对芯片被“卡脖子”的困境，我

国芯片制造如何实现自主可控，可

采取哪些措施。 

3.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分析 

3.1. 改革成效 

课程结束后，每位学生需提交调研报告“调研全球芯片行业的发展态势，分析当前国产芯片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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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我国自主生产的 CPU 有哪些？如何看待华为禁令事件？展望中国芯片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主

要考核学生调研目的是否明确、调查内容陈述是否详细、是否符合社会需求、分析是否有理有据，结论

是否正确，同时从学生学习态度、专业忠诚度等方面评估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成效。调研报告的成绩以

一定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实践证明，在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的教学改革中隐性融入思政育人元素，极大地深化了学生在国

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理解与认知，学习效果和目标达成度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学生普遍认为

在专业课程中引入思政育人内容的授课方式相比传统的说教式授课更容易接受。学生的评教结果相较上

一年度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3.2. 持续改进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的课程思政教育实施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只有坚持进

一步的研究，才能有助于培养具备计算机专业技能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新工科人才。具体内容如下： 
1) 完善顶层设计，保持时代前沿性，扩充思政案例库。计算机科学领域高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

升级，需要教师深入挖掘和梳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元素的契合点，并不断更新思政案例库。针对课程

删减的教学内容，其对应的思政案例也要随之删除。 
2) 重视师资培训，提升教师思政教学能力。组织开展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系列研讨会，邀请

课程思政领域专家学者针对思政教育在专业课程中的教学实践进行指导。 
3) 聚焦课程实效，改进德育渗透的教学评价机制。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重点关注学生

的课堂体验及反馈，并发挥学生的教改参与作用，共同致力于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提高。 

4. 结束语 

随着课程思政教育的全面开展，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变得尤为重要。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过程

中，应当以明确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为引领，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无缝衔接和有机结合，革新优

化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系统地解决课程思政建设过程常陷入的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这

一研究不仅对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其他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了参

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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