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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针对专业课程育人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课程思政切入的原则，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巧用时事案例迁移知识点、善于激疑、创设活跃

的课堂氛围等切入的技巧，持续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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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kind of people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and for who are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dopts transferring knowledge points with current affairs cases, being good at 
arousing doubts and creating an ac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etc. so a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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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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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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素质教育

的全面发展，高校的教学目标不仅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还需要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塑造，包含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目标三个方面。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校关于推

进课程思政的系列要求，我们围绕高校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2. 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指依托、借助于课程(专业课、通识课)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各个高校要有自

己的思政特色，不仅要学生学到知识和能力，也要坚定学生献身国家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念以及锤炼

摔打的信心。 
我校是通信类为主的院校，80%的培养目标在技术科研人员建设、爱国奉献精神培养等方面，15%

为工匠培育补充，剩余 5%为传统文化培养补充。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自然融入课程思政是我校课程

思政的首要目标。 

3. 做好专业课程思政的基本原则 

3.1. 以学生为主体原则 

在教学中巧妙设问是专业课堂中自然融入思政内容的方法之一。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在思考

中去探索，去感悟，才能真正投入教学活动中。因此，必须针对大多数学生的接受程度、年龄特征、心

理特征进行问题的设计。在课堂中，平等地与每一位学生交流，尤其性格内向经常不发言，或感到自己

是差生的学生，应多给予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在积极思维、民主宽松的气氛中掌

握基本知识，发挥其主体性。把学生们感兴趣的、对其价值观形成起推动作用的内容融入专业课程讲解

中，以设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进行思政教育。 

3.2. 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课堂思政的灵魂。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老师应意识到，教学主体学生的思维具有创造

性的潜能，需要老师的启发和诱导；二是老师在施教过程中，要充满自信，情绪平和而快乐，在良好的

心理氛围下，能启发和诱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激活他们的思维灵感[2]。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

老师的创造性和学生的创造力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在创造性动机与智力好奇心的测验中，成绩在中等

以上的老师，他们的学生创造写作能力在三个月中亦有显著提高；而那些成绩在中等以下的老师，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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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便没有进步。这说明老师在教学中的创造性对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有巨大影响。此外，老师用创新、求

变的观念要求自己，在思政课教学中，围绕授课内容，不断变换角度、方法，使课堂生动活泼，这也是

老师对自己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学生与老师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一个双促进、互动的过

程。这正如曾担任美国总统科学家顾问的基沃斯提出的“两个理论”，即科学创新依靠天才和合作。由

此引申到我们的课程思政中，这一理论同样重要。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对自己所设问题，没有学生的积

极参与和讨论，就不可能达到“知、信、行”的境界。 

3.3. 难易结合原则 

在一般的课程思政过程中，设问切入时都紧紧围绕教材。学生从书本中很容易找到答案，这可以作

为设问切入的前提，它的作用是使思政的抽象内容由浅入深，便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但是，也容易使

学生浅尝辄止，为避免这方面的不足，所提的问题还需要有一定的挑战性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发展智

慧。比如讲述移动通信设备操作使用的内容时，为了强调各个参数的重要性、强调操作时需要养成严谨

细致的作风，可以讲解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进行思政。由一粒种子长出参天大树为例，引导学生思考这

个过程包含着什么哲学道理呢？种子在没有发芽阶段是量变，发芽后则是质变。老师再进行引申总结，

落实到本次课的思政内容，如此融入教学效果很好。 

3.4. 系统性原则 

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学生在构建自己的知识过程中，现有知识经验和信念

起重要作用，它对新知识的接纳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老师要善于挖掘学科知识的内部结构，要依据知

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设问，使之增强实效性，将思政内容紧紧融入科学知识之中，使其呈系统性，从第

一堂课贯穿到最后一次课[3]。比如《移动通信原理》的第一堂课，老师就将教学内容分为五个内容，分

别对应人的五个手指，每个单元的内容都清晰明了地陈列在手指的纹路上，带领学生直观地构建起整体

知识框架。在教学中，具体讲解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从引进国外技术到自主研发，这也是国家实力体

现的缩影。将思政内容自然而然地融入“巴掌”中，让专业课成为铸魂育人的生动课堂。一掌之间，大

有乾坤，有学无止境，有家国情怀，有对学生担当起保家卫国的期待[4]。引导学生不仅学习专业知识，

更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而学习。在讲移动通信设备操作使用时，可以把我国移动通信设备的发展历程、性

能特点与外国的进行对比罗列，加强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引领学生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转化为内在

德行和素养，激发其为国家学习、为民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帮助其在创造社会价值过程中明确自身价

值和社会定位。 

4. 专业课程思政实践中的常见问题 

4.1. 思政元素的提炼杂乱无章 

思政元素的提炼是一项持久且艰巨的任务，在思政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4.1.1. 教学工作忙乱 
教学工作规范不明朗，信息化不全面，导致教学工作忙乱。教研团队建设方向不够明确，思政工作

在教学建设中没有具体牵引手段。在思政元素提炼过程中，老师重复性统计报送多，填写资料多用手写。

需对各类教学规章制度进行整理总结，规范教学工作。 

4.1.2. 工学矛盾突出 
为了丰富思政元素，就需要教师走出校园、多方位进行素材收集，但因教学任务重而导致很难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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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外出时间。为此，有些单位采取了对内加强政治教育的策略，即利用党团活动、业务学习等时间进

行课程思政元素分享、课程思政建设讨论，但对外收集不够，思政元素来源略单调。 

4.1.3. 课程思政具体的实施标准和评判标准不清 
教学实施的规范环节中思政的标准不清晰，部分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不能区分思政内容和一般时

政，进行课程思政时存在犹豫疑惑的情况。 

4.1.4. 教育学前沿理念的缺乏 
思政是教学设计的一个环节，也必须秉承教育学理念，但由于客观原因，部分老师缺乏教育学的学

习和研究，导致在思政元素的提炼过程中存在案例与课堂内容不匹配等问题。 

4.2. 专业课思政融入缺乏技巧 

进行专业课程思政，除了不断挖掘思政元素，还需要结合专业内容，找准融入的契合点。专业课程

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思政融入也要讲究技巧。在实际教学中，牵强附会的“贴标签”、生拉硬扯的“瞎

拼装”、生搬硬套的“两张皮”、不着边际的“乱挂钩”，老师在讲台上讲得神采飞扬，口若悬河，而

下面的学生早已心不在焉，对于老师所讲的内容吸收效果欠佳，不能有效达到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 

5. 专业课思政融入的实践对策 

5.1. 做好思政元素提炼，建设好课程思政 

对于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考虑进行。 

5.1.1. 根据专业进行分类提炼 
对于分散的思政元素，针对我校专业课程而言，所能采用的思政元素，可以细分为专业通用型和课

程紧密衔接型两种。专业通用型包括通信基础知识、通信发展史等与课程知识无紧密结合的思政元素。

此类思政元素可收集分享，建立院校通用思政元素库供我校老师学习。课程紧密衔接型思政元素，由课

程组负责收集，并在教学文档中体现。在教学文档中专设思政元素一栏，要有思政元素与特定知识点的

具体结合方式，依据教学评价的方案进行完善补充。 

5.1.2. 紧贴知识点进行案例库挖掘 
案例库的挖掘也需紧贴知识点，根据教学文档的设计需求进行挖掘。案例包含典型的已发生的人、

事、物，还包含学科发展前沿、专业发展趋势及本专业的应用前景等。 

5.1.3. 结合生活实际进行思政元素补充 
其他思政元素的补充主要来源于与专业相关的时事政策、校园文化走廊文化的布置、驻地的红色资

源、专业相关的通信公司发展等。全方位全覆盖的进行思政元素的提炼，并紧密结合专业课程，落地到

教学文档，在课堂中精准展现，达到对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塑造坚韧品质，培养价值观念的目标。 

5.2. 讲究融入技巧，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如何将思政融入课堂教学中，从哪里切入，是高校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对于追求各种新鲜事物的

00 后大学生，“满堂灌”、“填鸭式”的思政教育不足以转变其价值观。找准切入点，将思政元素自然

融入专业课程中，将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5.2.1. 巧用时事案例迁移知识点，做到收放自如 
用时事案例来精准对接知识点的迁移，这对于专业知识点的传授能够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促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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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课程在专业立场上体现育人作用[5]。它是知识点传授的重要补充，老师如果能在课堂教学中灵活运用

案例中的思政元素，保持精准挖掘又不喧宾夺主的原则，可以使课程在惊鸿一瞥中传递出育人的理念。 
比如在移动通信设备维修模块中，在讲 CPU 的性能指标、接口等主干知识时，就拿去年美国利用芯

片技术打压中兴、华为的事件作为引子，证明发展国产 CPU 的重要性，并不失时机地展示国产 CPU 少

年初长成的现状，真情寄语“国产 CPU 少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期待学生们衣锦还校的那一天。比如

在学生进行操作实践期间，针对女生怕苦怕累的情况，可以引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实例，中国女排在

小组赛排名第四的不利情况下，连克巴西、荷兰、塞尔维亚等强劲对手，12 年后闯入决赛并最后总夺冠。

通过对中国女排精神内涵的阐释，激励学生克服困难、顽强拼搏，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努力。 
在课程思政教学中，有很多时事事件都可以引用。比如北大高材生弑母惨案，是人性的沦丧还是道

德扭曲；清华才女破解中国北斗，为获绿卡将数据交给美国等。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融入这些事件，引

发学生进行思考，既讲清楚了知识点，又准确地传播了对于时事的认识，是实现专业知识育人的有效方

法。 

5.2.2. 要善于激疑，启迪思路 
要很好地启发思路，就一定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其质疑中主动探索、开拓思

路、增长知识。比如在移动通信设备组网应用模块中，可以引入 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案例，根据

任务目标、地形条件和设备现状，引导学生一步步地进行思考。如何进行基站选址，保障现场人员进行

指挥调度与对讲通信，包括设置参数、业务实现等。并在操作过程中设置障碍，加入干扰信号，这一难

点的设计是为学生架设从已知通向未知的阶梯，步步升高，层层深入，带着学生思考并解决问题。通过

案例教学中的设疑，强化学生在实际任务保障中的警惕意识，提高移动通信设备的保通能力。 

5.2.3. 要注重趣味和智慧结合，创设活跃的课堂氛围 
由于思政内容逻辑性、抽象性较强，有些内容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设计过程中，要把握

趣味和智慧相结合，愉快和探究相结合的技巧，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把抽象的内容趣味化，利用故事、

小喜剧、小游戏和多媒体等，让学生在故事的引领下，在视频的展示下，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学生的信心

和决心，树立人生目标，引导学生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他们责无旁贷。 

6. 结束语 

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主动挖掘所授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不仅可以让“老课”开出“新花”，

也可以使学生接受价值观的再教育。 
课程思政是一项持久且艰巨的任务，在近几年的思政建设过程中，虽然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是我们将继续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发展，贯彻党的教育路线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育专

业扎实、德才兼备的通信人才，做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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