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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立德育人及专业需求，探索《现代导航技术》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德育之间的关系，注重课程的

顶层设计，从学科育人、立德育人、实践育人的角度入手，开展《现代导航技术》课程思政建设。根据

课程内容设计德育案例，帮助学生形成政治、道德、责任意识；通过综合性的作业培养学生科研能力、

规章意识、团队精神和和良好的职业素养。通过有效的考核方式，评价学生的德育与专业技能培养效果，

从而实现将专业知识、能力培养与德育、职业素养、价值观树立相结合的全方位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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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needs and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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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moral education of modern navigation technol-
og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ur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
tion of modern navigation technology is carr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content, moral education cases are de-
signed to help students from political, moral and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Based on compre-
hensive homework,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regulation consciousness, team spirit and goo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 are cultivated. Through effective assessment methods, we can eva-
luate the effect of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goal of combi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raining with mor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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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任何专业都要挖掘体现自身特色的思政资源，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教学载体，实现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现代导航传感技术》是控制科学与控制工程学科的研究生专业课程，内容涉及典型导航方式的工

作原理及先进的导航传感及控制技术，传统的讲授只注重如导航坐标系的建立、定位方法、定位的误差

和精度等原理性的讲解，没有深挖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只注重如卫星导航、惯性导航等专业知识的技

能培养，而忽略了育人的价值体现。因此，要从教学目标上体现教学育人，体现知识技能培养，体现专

业素养及理想信念培养。在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专业技能知识点传授的过程中灌输渗透育人工作，让

学生的个人理想与社会担当有机结合。实现专业知识、能力培养与德育、职业素养、价值观树立相结合，

实现全方位、全程育人的目标[1] [2]。 

2. 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 

1) 加强课程教学的顶层设计，突出“学科育人” 
根据当前对专业研究生专业能力的需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出发点，深刻剖析专业科研能力培养

与育人的深度内含，修正课程教学目标，使之与培养全方位人才相适应，将原来注重掌握导航原理、

导航方法及实验分析等专业知识培养，修改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不仅了解导航技术的发展动

向及其应用，具有对导航制导与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解与分析的能力，同时培育学生具有良好职业素养、

爱国情怀、个人品德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者。通过对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整合，设计合理的教

学内容，采用有效的教学方式，把课程思政内含与专业能力培养相结合，并通过有效的核查机制来评

价育人的成效，为后续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完善课程的育人、能力培养的总目标，顶层设计框架如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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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op level design frame  
图 1. 顶层设计框架图 

 
2) 课程中融入红色传承，突出“立德育人”  
将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承、热爱祖国的家国情怀、科技强国的社会担当等的思想教育贯穿到课程之中。

设计与专业知识相契合的教学案例。分别为我国导航技术与国外的对比，导航领域杰出科学家(钱学森、

孙家栋)、我国导航技术领域杰出的科学成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生活中导航技术、科研工作者应具有

的素养。如在我国导航技术与国外对比中，剖析当前导航技术在军事及民用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找到优

势和差距，引导学生树立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在介绍我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时，将北斗卫

星系统的建立情系着中国几代航空人的成果，航空人的优秀品质、航空工作人员的严谨科学素养、优秀

的团队精神等，融入到科学原理的讲解中，让这些政治素养、道德意识、责任意识、规章意识、团队精

神和身心素质等影响着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3] [4] [5] [6] [7]。 
3) 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突出“实践育人” 
根据研究生课程特点和专业培养要求，设计考察专业理论功底与实际应用结合的综合性作业，如设

计智能车导航系统仿真实现及基于单目视觉的导航系统设计与实现作业，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导航原理、

坐标系间的关系及载体的姿态等知识，分析整个系统的工作过程及系统的方案设计，同时通过软硬件的

方式进行开发，并能演示，学会从实践中去发现、解决实际遇到的难题，把理论知识变成实际的经验。

开设的多人协作的综合性课程作业，也培养学生分工协作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在责任划分、问题

解决与创新等方面的能力。 
4) 不断增强自身专业与思政水平，提高教师的“育人能力” 
作为研究生专业课教师，专业水平要过硬，要通过深入开展科研工作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并

时刻跟踪学术前沿，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军事及社会需要保持一致。同时，加深思政理论水平，以习

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悟初心使命，

理想信念坚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时，提升师德

师风，时刻铭记党员教师的职责与担当，坚守道德红线。将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等灌

输给学生，杜绝学术不端的行为、拒绝新四风表象，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科研观起到榜

样作用。 

3. 课程中思政培养的考核 

在课程考核中，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德”进行考查，占比 20%。如平时能否遵守纪律、

学习态度是否端正、科研的严谨作风等。学生提交综合性作业占比 80%，要求包含所设计内容的应用背

景和意义(20%)、设计方案的具体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法(40%)、结果分析(20%)、所设计的导航系统对社会

的正反两方面影响(10%)、体现的道德规范及职业素养(5%)、作业完成过程中多人协作的分工协调情况

(5%)。 
以问卷的形式调研研究生对本门课程中教学内容是否对自己的专业水平、科研习惯未来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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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设计的案例是否对专业的素养、道德意识、责任担当、团队精神等方

面有影响，是否达到育人的效果。并将分析的结果更新下一年的教学全过程，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形

成良性的循环。 

4. 小结 

在《现代导航技术》课程，把“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相融合，在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上，注重德

育，培养有品质的学生。结合与学生座谈交流和问卷的结果，研究生反馈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感有了直

接的联系，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被赋予了内在的精神，学习的动力和指向更明确了。在案例中看到了国家

的需要、科研大家的奉献精神及卓越的成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偶像。同时通过所学课程专业知

识，在学科的应用性和实践过程，培养了形象思维、逻辑推理、观察与实践创新的能力。激发了科研热

情，要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树立自己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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