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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新工科教育为背景，探讨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信息与计

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有效途径。对此，本文分析了当前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构建基

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

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新工科教育理论等。与此同时，文章深入探讨了实施课程思政教

学体系的具体路径，包括搭桥梁、建机制、促联动的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策略，以及整合思政资源、

创新思政方法、评估思政效果的课程思政教学策略。文章旨在为新工科教育下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为培养学科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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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majo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inclu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
tion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curriculum is essential for producing high-quality graduates wh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modern era.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of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majors. It propos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a “trin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value shaping, knowledge impartation,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The 
proposed system includes Marxist education theory, socialist core value education theory, and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ystem. It includes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 bridge, establishing a me-
chanism, and promot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eam. Additionally, it covers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no-
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hods,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major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 to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th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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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工程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

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工程人才，教育部自 2017 年开始积极推进了新工科教育的

理念和实践[1]，旨在将工程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强调工程教育

的价值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新工科教育不

仅是工程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也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中，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新工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培养学生同时具有数学抽象思维和计

算编程能力的一类复合式专业，涉及数学、计算机、统计学、电子信息等多个学科领域，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和社会需求[2]。另一方面，在当前新时代环境下，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学生除了要掌握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思维意识，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

的社会环境下明确自己的方向，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教育部曾于 2020 年 5 月印发的《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高校要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

通其中，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问题，构建“三全育人”大

格局[3]。所谓育人先育德，作为数学与计算机交叉结合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如何在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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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堂专业知识教学等环节中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

为举止产生积极正面影响，升华其思想和精神，自然而然地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提升学生的思

想道德水平，激发他们为祖国而学、为民族而学的热情和动力，全面提高新时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新工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是提高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精神和创

业能力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人才的重要保障。本文接下来将从新工科教育视域出发，研究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探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方法，提出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和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策略，为新工科教育下的信息与计算

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2.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信息与计算科学作为一个相对新型且学科交叉明显的新工科专业，其专业知识体系框架往往比一些

传统的理学和工学专业更加庞杂[4]。故到目前为止，国内各大高校对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和

探索大多还仅局限于本身课程内容方面的改革与研究，而从思政建设角度对专业整体课程体系的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等方面进行实践的教学培养案例则相对较少[5]，因此该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课程思政意识不强，缺乏顶层设计 

部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课程思政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认为课程思政是辅导员、思政课教师的职责，与专业课教师无关，或者认为课程思政

是附加的、外加的、非必要的，与专业课教学无直接关系的内容，从而导致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建设中

最后流于形式，或者不了了只，与专业课教学产生了脱节[6]。 

2.2. 课程思政内容不足，缺乏系统性 

部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内容和方法掌握不够，缺乏课程思政的知识和技

能，没有根据专业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安排课程思政的内容和方法，没有将思政教育

的基本理论、知识、要求与专业课程的基本概念、原理、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情国策、时事热点等与专业课程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实际

应用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连贯的课程思政内容体系[7]。 

2.3. 课程思政评价不全，缺乏反馈机制 

许多相关老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忽略了对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环节，导致缺乏课程思政的检验和改

进，没有根据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全面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

系，没有采用多元的、客观的、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方法，没有及时收集和分析课程思政教学

效果的数据和信息，没有及时反馈和调整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没有及时总结和推广课程思政教

学的经验和做法，没有形成完善的、闭环的、动态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机制[8]。 

3.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针对目前上述课程施政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有效地开展相关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切实起到预期效果，本文探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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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坚持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地融合在专

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要求，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自信；在专业

课程的教学方法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基本技巧，使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

时，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评价中，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标准、基本要求、基本方式，使学生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培养思想品德和社会责任感，

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意愿。 

3.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专业融合思政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以专业实践为平台，

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专业教学和思政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的互动互补。

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专业课程的理论教学中，结合国情国策、时事热点、社会问题等，引导学生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信息与计算科学领域的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

判断力；在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中，结合专业实验、专业项目、专业竞赛等，引导学生用信息与计算科

学的技术方法和创新成果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

贡献力；在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中，结合专业特点、专业前沿、专业发展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

观、学习观、人生观，提高学生的专业自信和专业荣誉。 

3.3. 坚持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成长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以教学相长为原则，以师生共同成长为目标，以教学互动为手

段，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双向促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专业课程的教学

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和积极

探索，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

态，倾听学生的心声和诉求，解答学生的困惑和疑惑，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培养学生的

健康人格和良好心态；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尊重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风格，鼓励教师的教学创

新和教学改革，支持教师的教学研究和教学成果，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培养教师的教育

情怀和教育责任。 

4.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教学体系的构建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新工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是提高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

育质量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信息与计算科

学人才的重要保障。为了有效地开展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科学地设计和构建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包括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课程思政教学

方法体系和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具体如下： 

4.1.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的构建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是指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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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价值观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教学相长为原则，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

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政治能力、专业能力以及社会能力。其中政治能力即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增强对社会

主义事业的担当和奉献；专业能力是指掌握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信息与计算科

学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具备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能够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学习

和实践中发现和创造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能够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中提出和实现新的理念

和新的方案，能够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创新和创业中展现和锻炼新的品质和新的能力；最后社会能力是

指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尊重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差异，具备

良好的沟通协作和团队合作能力，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能够用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技术方

法和创新成果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 

4.2.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是指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容和方法，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以价值观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教学相长为原则，实现专业

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信

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情国策、时事热点以及专业知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使命等。其中，将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与专业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在学习

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对社

会主义的认同和自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情国策、时事热点等

与专业课程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实际应用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

归属感和荣誉感，增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担当和奉献；最后将专业知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使命与专业课

程的技术方法和创新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入理解信息与计算科

学的社会价值和历史责任，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信息与计算科学领域的实

际问题，能够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创新和发展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能够用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成果

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 

4.3.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是指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式和手段，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以价值观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教学相长为原则，实现专业教育

和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信息与计

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采用实验教学法、项目教学法、讨论教学法以及案例教学法等多元化手段，

有效促进学生的自主求知欲和思维认知能力等各项水平。其中实验教学法可以利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

程的实验环节，如数学实验、计算机实验、物理实验等，展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技术方法和创新成果，引

导学生从中体验科学探索、创新实践、团队协作等，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

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项目教学法可以利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项目环节，如数学建模、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等，展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实际应用和社会价值，引导学生从中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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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会服务、展现个人风采等，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

力；讨论教学法可以利用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讨论环节，如课堂小组讨论、在线网络互动、翻转课

堂等形式，展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引导学生从中交流思想、碰撞观点、形成共

识等，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最后案例教学法可以利用

信息与计算科学领域的典型案例，如相关科学家的事迹、科学发现的过程、科学问题的解决、科学成果的

应用等，展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使命，引导学生从中感悟科学精神、创新意识、社会责任

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认识水平。 

5.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 

最后必须明确，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的主体和核心，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为了有效地开展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还需要加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5.1. 搭桥梁，推动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强强联合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要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的密切合作和协调，形成课程思政

教学的合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的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召开课程思政教学

协调会，交流课程思政教学的计划、内容、方法、效果等，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建立专业

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的互访互评机制，定期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互听互评，互相观摩、互相指导、互相

提高；建立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的共建共享机制，定期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共同研究、共同设计、

共同实施，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创新。 

5.2. 建机制，提高课程思政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能力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要课程思政教师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扎实的专业素养

和思政素养。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课程思政教师的培训机制，定期组织课程思政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建

设的理论学习、业务培训、经验交流等，提高课程思政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专业知识水平、教学

方法水平等；建立课程思政教师的激励机制，定期对课程思政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考核评价、表彰

奖励、晋升职称等，激发课程思政教师的工作热情、工作动力、工作创造力等；建立课程思政教师的监

督机制，定期对课程思政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督导检查、反馈改进、问责追责等，促进课程思政教

师的工作规范、工作质量、工作效果等。 

5.3. 促联动，形成课程思政教师的协同育人效应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要课程思政教师的团结协作和相互支持，形成课程思政教学的

整体优势。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课程思政教师的团队机制，定期开展课程思政教师的团队建设、团队

活动、团队合作等，增强课程思政教师的团队意识、团队精神、团队凝聚力等；建立课程思政教师的资

源机制，定期开展课程思政教师的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资源共享等，丰富课程思政教师的资源类型、

资源数量、资源质量等；建立课程思政教师的创新机制，定期开展课程思政教师的创新研究、创新实践、

创新成果等，提升课程思政教师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水平等。 

6. 结论 

本文从新工科教育的视域出发，针对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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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探讨。为了有效地开展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本文在理论上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

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在实践上提出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实

践路径和教学体系，即坚持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专业融

合思政，坚持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成长，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

系、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和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在人才上加强了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即搭

桥梁，推动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强强联合，建机制，提高课程思政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能力，促联动，

形成课程思政教师的协同育人效应。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新工科教育下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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