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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电子信息大类的专业课程《自动识别技术》，提出以职业素养为核心，围绕岗位认同、民族自信、

职业规范、标准意识四大类别，把思政要素“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课堂中的教学设计思路。本文从以

塑造职业素养为核心的内涵意义出发，紧密结合课程内容，梳理出知识点与技能点融入思政教学的底层逻

辑，进而提出提升教师团队素质、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引入过程性考核机制三项改善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的举措。思政教学设计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思想价值、能力和素质，实现了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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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ategory, the teaching design idea of “infiltrating”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to the classroom is proposed with professionalism as the core, focusing on four categories: 
job identity, national confidence, professional norms and standard awareness. In this pape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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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of shaping professionalism as the core mean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integrat-
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poi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sorted out 
by closely combining with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hen thre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team, 
adopting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and introducing process assessment mechanism. The teaching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deolog-
ical values, abilities and qualities, and achieves the goal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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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认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是思想教学和人

才培养相结合的活动。高层次技术人才制度设计需要与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相衔接，因此需要更加注

重技术专业的思政培养，以破解技能培养与国家思想政治教学制度“两张皮”的情况[1]。指导纲要明确

指出，工程技术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的主要课程与思政特点包括：1) 工程学科实验实践教学，要注意学思

结合、知行合一，提高学生勇于创新的探索意识、长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2) 工程技术类专业课程教

学，要注意加强学校工程伦理教学，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中国匠人精神，激发广大学子技术报国的家国

情感与责任担当。 
所谓“德、智、体、美、劳”，应该以道德为基础。持续稳步提升相关专业能力，应与思想政治层

面形成理想和谐的整体配合。一个学生，一旦失去了思想政治素养，就会对他的整体素质产生很大的负

面影响。如果没有充分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就会错失良机，从而间接削弱了高职学生的专业

水平。认识到在教学整合课程中研究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提高学生

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必要途径，是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要。徐国艳等人从课程情感、工程、

技术、文化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把专业知识转变成具体、生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2]。
刘占祥等人从“课程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实验教学和课程思政的构建、课程思政的构建、课程思政

的构建、课程思政的实施和评估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从实验教学的角度，论述了将课程思政

与基础有机化学实验相融合的教学方法[3]。沈伟等人为了探索流体动力技术学科的教学模式，以《流体

力学及液压气动技术》为例，从课程思政改革的实践和经验出发，提出了“1 + 5”课程实施方案，提高

了流体动力技术类人才的培养质量[4]。武秋敏等人通过将课堂主渠道与课程思政融合，以达到以“价值

导向”为目标，在实验与实践基地中开展“实践性”、“科学工程”道德教育、“强化教师队伍”等三

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5]。刘淑环等人运用知识结构系统的教学手段，如生活常

识、熟人谚语、知识结构系统等，引导学生从概率的角度去理解未知的世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指导

工作和生活，使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最终实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立德树人”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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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作用[6]。孙慧倩等人指出，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会计学科思政体系应遵循相关性、同质性、

重要性、成本–效率等基本原则；其基本思想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到财务会计的基础理论与理

念中，并在具体的会计科目的减值准备和收入的确认中适当地纳入[7]。沙景荣的课程在融合思政要素后，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成绩和学习动力，而且促进了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的培养[8]。刘祥玲指出，

教师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主要力量，可以根据学情分析设计目标，以教育目标分类为基础，以网络教学平

台为基础，以资源为基础设计教学内容[9]。肖晓哲尝试着把课程思政与农林学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内容

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以达到将学科课程与思政课程相融合的目标[10]。 

2. 课程现存在的问题 

立德育人是各级各类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其中，立德是基础，育人是核心。职业教育强调学生基

于真实工作任务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但是，在高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德育工作。深化

高职课程思政改革与创新，切实落实育德育人的基本任务。在职业教育中，要从职业教育的特点、行为

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入手，构建与普通高校相区别的职业教育体制[11]。一方面，要加强对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师资、教学方法”的

改革，构建和完善高职教育的道德教育体制，塑造高职教育特色。 
《自动识别技术》是电子信息大类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课程，专业跨度大，覆盖面广。本课程内容

包括自动识别技术的基本知识、类型和特征、自动识别技术在主要领域中的应用。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

使学员具备与自动辨识有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熟悉各种类型及典型的应用，并具备安装、集成、维护

各类企业智能系统的基本专业技能。这门课程的思政教学现存在以下问题： 

2.1. 课程资源对思政要素提炼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校现有的《自动识别技术》课程存在忽视思政要素的渗透和思政课教学设计僵化等问题，致使课

程思政的教育效果不佳，无法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导向功能。在教学资源中，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体现

比较少，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僵硬，比如在章节的知识点和后面加入中国文化历史、名人轶事等，缺乏

对思想和能力的综合和融合，导致教学内容跟不上时代、缺乏价值引领作用。 

2.2. 教学方式缺乏融入性和个性化设计 

当前，在课程建设上，由于缺乏针对性、指导作用，表现出了“植根性”、“灌输”的特点，缺少

“融合”的教学设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过于僵化和死板，对行业、职业、专业、课程、学生等

方面的差异分析不足，对思政要素的提取不足，缺乏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导致课程思政育人成效不大。 

2.3. 思政教学效果的缺少连贯性和系统性 

第一，“课程思政”的评估机制因考核主体、考核方式、教学环境等因素而异。当前，高职院校课

程评估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的机制，不能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做出统一的评估，没有一个完整、科

学的课程考核制度。第二，学生在毕业后面对企业的评估时，“课程思政”的评价侧重不同，比如，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注重学生的道德品质、遵守纪律等，而公司则注重行为规范、工作态度、沟通等，评

估内容异质化。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的评估体系，可以使学生在毕业后的思想政治评估中获得更为连

贯和系统化的教育效果。 
结合上述问题，高职院校实施“职业素质”的课程思政教学战略，不仅要符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对“工科”专业的需求，也要从职业教育的出发点考虑，并结合专业教学特点，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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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要把思政教育与知识学习、能力提高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训教室里，教师与学生“密切接触”

的次数较多，手把手地传授学生基本操作，通过面对面讨论讲授的形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用环环相扣

的提问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学生的长期发展。 

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思路 

紧紧抓住识别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进行课程建设，课程按照思政教学要求，结合本校办学

特色，提出思政教学新思路，将研究内容划分为四个任务(图 1)。 
 

 
Figure 1. Design ideas of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3.1. 制定思政教学目标 

《自动识别技术》课程的思政教学的目标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岗位认同、民族自

信、职业规范、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为思政教育落实点，结合本校办学特色，把思政要素“润物细

无声”地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 

3.2. 提炼思政教学元素 

针对课程内容的不同特征，结合思政教学的目的，从“现实案例”、“故事案例”、“教学情境”、

“课堂讨论”、“团队研究”、“创意”六个方面来“策划”、“润色”教学内容和“思政要素”。 

3.3. 设计思政教学方案 

《自动识别技术》课程设定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技能训练，使学生掌握 RFID 技术、图像识别技

术、语音技术、门禁卡技术、机器人对话 5 项技术及其应用技能。 
结合课程内容的不同特征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发掘思政要义中的“思政要素”，运用案例与故

事案例、教学情境与课堂讨论、团队研究与创意实践，对课程进行思政教育的重新规划，“润色”教学

内容与“思想要素”。 
在课堂上，通过大量的事例与实例，使学生在课堂上处于学习状态，并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

其由显性的认识向隐性的道德自觉转变。具体的案例有：全国农业发展的成就、热点、与课程内容有关

的应用实例。以教学实例为基础，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的思路。 
紧密结合课程内容，梳理出 10 条知识点/技能点融入思政教学的底层逻辑： 
1) 在门禁管理系统非接触识别学习任务中，RFID 的工作原理教学环节，展示电磁波传输过程时，

线圈产生的电磁波点亮了远处的一盏灯时，引出平凡的工作就像电磁波一样，虽然无声无息，却在某个

地方发光发亮，突出岗位认同的思政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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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车辆 ETC 系统远距离识别学习任务中，RFID 调制技术教学环节，阐述通过借助高能量的高频

电磁波才能将信号传得更远，引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引导学生多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师

傅、成功人士学习，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才能在职场走得更远，融入虚心潜学的思政要点。 
3) 在物流管理系统 EPC 码制作学习任务中，RFID 的标准教学环节，带领学生跟着标准的规定要求

制作 EPC 码，强调员工应遵循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工作过程中应遵循岗位的工序流程。 
4) 在医疗物资管理系统无源识别学习任务中，RFID 无源标签原理的教学环节，讲述无源标签借助

读写器发送电磁波的能量来驱动标签内部电路以此传输信号，引出团队精神，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就像

无源标签离开读写器无法工作，缺少同事间的协助是无法很好的完成工作。 
5) 在军用装备物资数据安全识别学习任务中，RFID 加解密技术的教学环节，讲解 Hash 协议用于数

据隐私保护和通信过程加密，强调职业操守，注重保护客户隐私安全和商业秘密安全。 
6) 仓库物资盘点系统多目标识别学习任务中，RFID 防碰撞技术的教学环节，二进制树算法旨在将

多目标识别任务进行分解规划，按步骤一个一个完成识别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应制定好工作计划，一

步一步实施，切不可贪图省时省力，马虎了事，促进学生养成制定计划、分步实施的工作思维。 
7) 货架物品管理系统定位识别学习任务中，RFID 定位技术的教学环节，利用 RSSI 强度值大小判断

目标位置，目标过远，RSSI 值太小导致定位失败 规划职业目标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实事求是，

不要贪多嚼不烂。宣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8) 植物病虫害图像识别学习任务中 图像识别技术的教学环节，利用图像识别算法解决当下植物病

虫害的问题，前沿科技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创新研究带给人们更美好的未来，弘扬创新精神。 
9) 机器人对话语音识别学习任务中，语音识别技术的教学环节，利用声波特征提取算法实现我国方

言的自动辨识，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五湖四海的同胞都有不同的习俗和语言环境，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利用前沿科技实现各民族方言互通、传承和延续，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10) 办公自动化汉字识别学习任务中，OCR 技术的教学环节，利用中国象形字的形状特点提取特征

实现汉字的自动识别我国汉字的发展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每

一种形式都有一个中国故事，讲好它的故事，找到每个形状的特征和意义，建立学生文化认同，增强文

化自信。 

3.4. 完善本课程教学评价系统 

为检验思政教学的实施效果，《自动识别技术》课程的评价方法也进行了完善。平时的分数从 25%
提高到 45%。此外，在对学生考勤进行评估的同时，还提供了课堂实践、互评、教师角色交换、小组讨

论等形式，以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学生的眼界，拓

宽他们的思维，扩大他们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他们的自信。 

4. 课程思政的实施 

专业课程思政的具体落实需依靠专业教师才能实现，对工科专业教师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工科

教师多数专业知识过硬，过去在教学时顾及育才重器有余而顾及育人育德不足，因此，必须先加强高素

质教师队伍建设，增强任课教师的育人意识，准确定位课程育人视角，加大对课程育人育德成效的评估

力度，保证课程思政工作见实效。 

4.1. 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 

本课程内容多、学时多，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灵活开展多教学模式融合的教学方法。

根据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在教学方法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结合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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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特点及学生的思想情况找准育人切入点，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达成育人目标。 
1) 问题引导的案例演示教学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更好地理解和体会，并能激发他们的实践欲

望。通过把课堂教学与自身生活体验相结合，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周围的客观事物，发展思维能力。教师

要用课堂教学来影响和激励学生，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使他们想要解决问题，使他们能够把理论

和实践结合起来。 
2) 类比法：利用动画、图片等信息资源结合生活经历进行知识点讲解，解决学生抽象思维较弱的问

题，加强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老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可以充分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好地了解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3) 小组探究法：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同学们进行团队合作，互相帮助；减少对教师的依赖性，促进

自主学习，同伴互助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分组学习，加强小组内的交流讨论，通过合作提高线上线下

学习的持久力，提高学习效果，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和互助共赢精神。 
4) 自主学习探究法：教师在学习平台布置工作任务，发布预习的主题视频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完成探究活动，通过在线题库检测学生自学效果，根据平台数据反馈，教师掌握学生的整体和个体情况，

及时发现学生的疑难点，调整教学策略，课中相互协作完成任务。 

4.2. 引入过程性考核机制 

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终取决于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掌握程度。只有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的行为、视野和素质得到适当的提高，才能实现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通过学习平台发布拓展任务

和资源，促进学生巩固知识、拓展视野。引入企业网站，提升学生获取资讯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课堂

作业包含课后测验与选题延伸阅读，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实行分层式教学，使学生在学习中掌握基础

知识，并能帮助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取得进步，达到拔尖、“减负”的效果。利用职教云、课堂有点酷

的实时评价系统，快速获取学生的学习数据，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同时通过云平台研讨和交流，了解学

生学习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后面课程在进行补足同时，教师发布调查问卷，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

教师和学生相互评价，以促进和改进教学体系。期末考试仅占总分的 45%，期末考试试卷中的分析和思

考问题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问题，而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问题分析的能力，是对学生运用知识和问

题的分析和理解、思考和前景的全面的考试。通过全过程多维度、多样化的形成性评价，可以提升学生

的专业知识、思想价值、能力和素质，实现课程教育的目标。 

5. 结束语 

总之，在推进自动识别技术实验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逐步建立，各种教学方

法丰富了课程思政教学。结合思政元素开展课程教学，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强化专业

责任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教学方法体现了先进性、交互性和针对性，形成了具有示范效果的分享

经验、成果和模式，实现了教育教学理念的融合与提升，达到了共同学习、共同研讨、共同进步的目标。

进一步挖掘具有创新性和感染力的思想政治要素，教学内容体现高水平和挑战性，找到学生兴趣与课程

内容的结合点，多角度、全方位构建独具特色的自动识别技术实验课程思政与教学案例资源，建立共享

机制，加强教师培训和团队讨论，实现“思想思政”的系统化和长远发展。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人中

的主渠道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机融合。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学资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该课程的思政教学设计合理、教学效果显著，打造紧密结合、润物的课程思

政新版本，探索该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的多样化过程评价方法和机制。在教育理念、内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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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发挥了自动识别技术实验教学的双重教育功能，并在教学过程中广泛应用，配

合科学专业素质培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为社会做好贡献。引导青年学子形成正确的职业素养，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同

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思政意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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