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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从挖掘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优化教学内容与资源，对教学过程和评价方案进行

改革，开展了该课程线上线下教学研究与实践。结果表明思政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可供其他高校的课

程思政教学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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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skills, optimize teaching content and resources, reform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eval-
uation plan, and conduc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improve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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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引入课程思政是目前课程教学改革的首要目标，

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补充[1]。湖北省一流本科课程“数字图像处理技巧”从挖掘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

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结合，编写教案，开展了该课程线上线下教学研

究与实践，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深入开展线上线下混合一

流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 

2. 挖掘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创建数字图像处理技巧思政教学案例 

从课程素材、课程内容、前沿热点、人物故事、工程案例等深挖思政元素，将学科的重要人物、关

键事件、文化元素等，有机融入教学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精神、创新能力、人文精

神、生态文明、国家安全意识、文化自信、全球视野等。表 1 列举了部分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挖掘的

思政元素，构建了相应的思政教学案例。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course 
表 1. 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思政元素 

教学内容 讨论内容 培养目标 

电磁波谱感知成像 天鹅星座光谱成像特点和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扫

描技术 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全球视野 

PS 软件发展史 讨论 PS 软件智能化功能 科学精神、科学伦理教育、创新能力 

智能模式识别 深度学习识别算法 创新能力、科学精神 

农历节气海报制作 了解农历节气特点，设计海报 人文精神、文化自信 

图像复原 老照片修复 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 

图像压缩 图像编码与解码功能 科学精神、家国情怀、国家安全意思 

 
电磁波是成像的重要能量源，引入盲人摸象的故事。以天鹅星座在不同波段下的成像为例，在分析

不同波段成像特性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所能感知的天鹅星座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是有限的，就像盲人摸

象一样。对于天鹅星座本源，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又如介绍领域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

术在医学中的应用与发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远大目标，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新性，潜移默化地实现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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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数字图像处理的相关知识点，介绍 PS 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智能化换脸和变脸、图案设计创作等功

能，讨论各种人工智能产品的优缺点，给出可能的原因和遇到的技术瓶颈。同时介绍我国数字图像处理

领域在世界一流水平的人工智能会议上所发表的论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不尽反映出我国学者的参与，

更说明世界人工智能开始向中国倾斜，进一步反映出我国学者不断创新进取精神。以此增加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自信心。引导学生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应用和 PS 软件的发展史，对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科学伦理

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勇攀科学高峰。 
当前的课件和教材虽然经典，但是延用多年，内容不能很好地与当前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相衔接。

为此我们新编教材，更新课件，引入深度学习内容。以选取车牌识别系统工程案例，拓展学习内容的深

度和广度。将其中涉及的关键技术作为各章节中概念讲解及原理剖析的实例载体，通过贯穿课程体系内

容，演示完整的应用系统，让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可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用于实际开发的直观理

解，为后续学生自主解决实际工程应用问题提供借鉴参考。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总结出来，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规律，是从事农事活动的指南针，

它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起着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是文化观念。被称为“中

国的第五大发明”。2006 年 5 月 20 日，“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6 年 11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技巧课程要求学生选择一个节气作海报宣传，这样既可应用所学知识

开展海报设计，同时熟悉和掌握相关节气的特点和风俗习惯等。从而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追根溯源，培养学生认真思考、勇于探索未知的精神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化自

信。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农学节气，自觉学习和弘扬优秀的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和民族

自豪感。 
从课程素材、课程内容、工程案例、前沿热点、人物故事等深挖思政元素，从顶层和底层分别设计，

推动“思政元素”与新媒体技术的有机融合，增加课程思政的文化色彩、吸引力和时代感，同时培养学

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提出解决方案的创新能力。 

3. 开展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如何做到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课堂教学，如何让学生能够入脑入心入行？ 
在数字图像处理技巧混合教学中采用“课前–课中–课后”[2]融入思政元素。通过对教学资源、教

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过程优化，运用适当教学方法和手段，可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首先，优化线上资源。在前期混合式课程建设基础上，如将前沿热点、人物故事、新科研成果挖掘

的思政元素，纳入教材，使之“有趣、有思、有效”，创建思政案例，优化线上资源。 
其次，活跃线下课堂。在优化教学资源与教学内容基础上，实现差异化教学，精准课堂重塑。以“教”

为“学”服务，线下课堂中翻转课堂，让学生参与学习，参与教学，参与评价，提高课堂挑战度。将新

科研成果作为专题应用(如人脸、车牌识别等)案例，以专题研讨的方式展开学习，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知识

的欲望。同时，课中增加功能演示，加深知识的理解与内化，让所学知识“活”起来。以课前自学、课

中导学、课后拓展的形式教学，确保线上有资源，线下有活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让学生主动学习，

深度学习，创新学习。 
结合线上线下学生学习效果，灵活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更进一步改善教学效果，完成精

准教学闭环。形成一条“课前–课中–课后”学习主线，巧妙地融入课程思政，做到学思践悟，知行合

一，教学与育人全程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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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适时地给学生分享最新技术，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口袋式”学习。建设立体化教学资源，着

力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尽管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领域，但教材更新慢，无法适应时代特点，并且课时有限，对最

新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在目前高校本科教学中阐述较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利用自身科研

成果及团队优势，结合前沿技术(例如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进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修订的《数

字图像处理技巧》第二版)在图像目标识别章节增加了智能模式识别，介绍深度学习用于图像分类与识别方

法。基于教材的改版，并结合人工智能背景，对教学课件进行了更新，增加了深度学习的原理介绍。 
针对数字图像处理技巧 AI 实习项目祘力资源不足问题，提出并实现了基于百度云平台的数字图像处理

技巧 AI 实习教学项目建设，使用 Python 和 PaddlePaddle 算法库，构建基于 CNN 的人脸识别算法，开发过

程包括导入引用库、数据预处理、模型搭建、模型训练和预测。考虑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热潮，以及深

度学习在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将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创建更多的实习项目。并通

过开展云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AI 实习，围绕搜集资料、背景介绍、当前面临的问题及解

决思路等方面开展，有效提高了课程参与积极性，解决数字图像处理技巧 MOOC 学习者的实习教学问题。 
这样以热点求真知，便于学生了解前沿知识，又能思政育人。教学实践表明这有助于发挥国家线上

一流数字图像处理和湖北省线上一流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的示范教学作用，提高教学能力和人才培养

质量[3]。 
通过综合 AI 实践教学，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在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师生在互沟通中开阔视野，达

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 

4. 开展线上、线下思政教学实践，同以往教学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方法 

当前数字图像处理的教学往往以理论课考试、作业和实验报告作为本课程的期末成绩，缺少对学生

综合能力和团队意识的培养。数字图像处理技巧课程采用“线上(任务点学习章节测验和作业) + 线下(期
末考试、分组任务创作) + 创作汇报”的考核机制。该机制新增了考核项目并优化相应的考核比重，分别

赋予章节测验、作业、期末考试和创作为 5%、20%、25%和 50%的比重，如图 1 所示。此外，为充分调

动小组队员的积极性并考虑学生的基础差异，对创作汇报的选题意义、设计效果、PPT 制作和口头答辩

分别赋予 10%、40%、20%和 30%的比重，如图 2 所示，保证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与效果。 
 

 
Figure 1. Proportion of total scores of assessment items 
图 1. 考核项目总成绩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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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reation report score evaluation 
图 2. 创作汇报成绩评价 
 

通过匿名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反馈课程思政教学情况。思政课程建设的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学

生比课程思政前的学习态度、生活态度、情感表达和对教师教学效果认可度方面，有很大改善。 

5. 结论 

挖掘适合于数字图像处理课程技巧的思政元素，建设思政教学案例，优化教学内容与资源，对教学

过程和评价方案进行改革，能激发了学生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的独立创新精神，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素养。教学效果得以改善，可供其他高校的课程思政教学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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