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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专业基础课程如何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以及如何运用于课堂教学的问题，以《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为

例，通过重构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教学目标，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运用思政点实施课堂思政等方

面的教学探究和实践，以期为相关专业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方法思路，提升课程思政教育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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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of how to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and 
how to apply them to classroom teaching, taking the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 as an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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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e, the paper reconstructs the three-in-one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min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explores and prac-
tice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to professional class-
rooms, in order to provide methods and idea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re-
lev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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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1]，课程思政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为此，紧抓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

课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教师和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专业基础课程中如何进行课程思政，应基于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教学对象特点等深入分析，合理地选择和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并选择恰当的切入点融入课程思

政，实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实效[2]。 
《数字信号处理》是我校雷达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连接基础课和专业课的重要桥梁，

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长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导致传统教学重知识轻能力与素质，课程

育人功能不足。为适应新时代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以新时代军事教育方

针为指引，贯彻“立德树人、为战育人”课程思政内涵，从知识点和装备案例中充分挖掘思政元素，重

构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目标、素质三位一体课程目标，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过程中，以培养勇于担当、德才兼备的技术人才[3]。本文结合《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

知识体系，从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等国家意识；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素养；以及辩

证等哲学思维三个方面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案例，并借助融媒体优势，活用融媒体，使思政教

育与数字信号处理有机结合，以实现育人功能。 

2.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运用举例 

2.1. 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在教学中的激发与培养 

在讲解知识的过程，培养学员的民族意识，突出中华民族的优越性，进而激发学员的家国情怀和民

族自豪感。如在绪论讲述数字信号处理学科的发展历程时，回顾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和雷达技术的发展历

程，如移动通信在经历了“1G 空白、2G 跟随、3G 突破、4G 并跑”的不断努力后，5G 走进了新阶段。

如今，我国 5G 建设已经进入了第一梯队，5G 成为中国的新名片。我国雷达技术经历了第一代机械扫描

雷达、第二代电扫描雷达、第三代相控阵雷达，到如今全数字阵列雷达，雷达技术突飞猛进。空警-500
预警机采用世界首创的数字阵列雷达，首次亮相，就成为各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彰显中华民族在科技崛

起、复兴道路上的卓越成就，有效激发和培养学员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信。同时让学员意识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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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面临一系列“卡脖子”的技术问题，高精度高速度的 ADC 芯片是 5G 高性能基站、相控阵雷达的核心

器件，长期以来被国外公司所垄断，突破高精度 ADC 的技术壁垒迫在眉睫，从而激发学员奋发图强、夯

实专业基础、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 

2.2. 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素养在教学中的培养 

科学素养是国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科学素养，对于大学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科学素养主要指学员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技能等方面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

方式和行为表现[4]。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科学素养越来越强调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科学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科学

思维方法的内化，运用科学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思维的主要内容包括：崇尚真理，求真务实，

掌握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逻辑严谨，能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是

科学素养的核心要素，重在培养学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质疑态度，引导学员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大胆

质疑、多角度思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度的灵魂，也是一支队伍发

展进步的灵魂。创新的核心是创新思维。思维的创新是方法的创新更为可贵，创新思维就是超越陈旧、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知难而进、开拓创新。 
为培养学员的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科学素养，本课程秉承“学为中心、学以致用”

的核心教学理念，聚焦学员自主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升，实践了课前自学为基、课堂研讨为本、

课后提升为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前学员借助雨课堂推送自学任务清单，主要包括观看微视频，完成

课前自测，并提出问题，爱因斯坦指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注重培养学员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不弄虚作假，同时激发其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的科学精神。课堂通过小组辩论、小组探讨等

互动形式，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培养学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归纳总

结能力；通过理论的逻辑讲解、公式的严密推导，培养学员认真细致、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学习作

风，实践“工匠精神”；突出专业特色，增强专业认同，以实践为主线，结合装备案例，聚焦能力培养，

锤炼装备素养；课后通过布置装备相关的“微项目”，组织学员对项目进行分析、建模及仿真验证，调

动学员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同时结合科技前沿，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和拓展，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 

2.3. 哲学思维在教学中的培养 

运用辩证的、联系的哲学思维是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方法。辩证思维坚持“两点论”，《数

字信号处理》课程内容主要从时域和频域两个维度来分析系统，是培养学员辩证思维的最优载体。对蕴

含于知识背后的辩证思维进行挖掘，并在课堂上对学员进行渗透，培养学员的辩证思维。如讲解系统的

线性性质、时不变性质、因果性质、稳定性质，运用辩证思维，使其准确地判断系统的线性和非线性、

时不变和时变、因果和非因果、稳定和非稳定。通过讲解傅里叶变换的几种形式，连续时间傅里叶变换

(CTFT)、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离散傅里叶变换(DFT)、z 变换(ZT)，辩证地看待几种变换的时域

和频域特点以及其蕴含的物理意义，帮助学员理解概念，掌握全面客观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 
培养学员运用联系的方法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按照序列、变换、滤波顺序展开，在教学过

程中，要引导学员注意前后内容的区别和联系，辨别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引导学员绘制每一章节知

识图谱，梳理知识点的联系。循序渐进地，在明晰模块内知识点的联系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员思考模

块间，如离散时间序列与离散傅里叶变换、离散傅里叶变换与数字滤波器设计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学员

达到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知识体系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认知。 
同时通过举例说明“多视角多维度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等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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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唯物主义辩证哲学中重要思想方法和认知方式。如引导学员认识到数字信号分析中进行时域和频域

转换的作用，指导学员对待问题，善于选择适当的方法和实现手段，拓展思维，多角度多视角分析和解

决问题，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讲解时域采样定理时，连续模拟信号经过采样后变

成离散信号，离散信号是否包含原信号的全部信息呢？从时域无法直观判断，引导学员变换角度，从频

域来思考问题，时域和频域具有等价性，从频域可以直观判断信息是否丢失，如图 1 所示。这与哲学思

想中“多视角多维度看问题”这一观点相结合，提升学员哲学素养，用正确的思维指导学习，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Figure 1. Sampling theory in time domain 
图 1. 时域采样定理 

 

  
Figure 2. FIR digital filter design with window function method 
图 2. 窗函数法设计 FIR 数字滤波器 
 

在讲述窗函数法设计 FIR 数字滤波器原理时，培养学员善于抓住重点、分清主次，集中力量解决主

要问题。如在讨论如何窗函数呢？通常根据阻带最小衰减选择窗函数，但大的阻带衰减会带来带宽的增

大，即以带宽换取阻带衰减。但带宽的增大会带来频率分辨率的降低，导致雷达无法准确区分两个临近

目标，如图 2 所示。因此，选择窗函数应抓住主要矛盾，若信号中干扰频率分类较强，与目标频率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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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较远，可以采用大阻带衰减的窗函数；若目标频率分量相距教近，则应选择带宽较小的窗函数。运

用哲学思维加深学员对原理的理解和对概念重要性的认识。 

2.4. 融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与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微信、微博、APP、网站等新兴媒体

相互融合，媒体传播已步入融媒体时代[5]，为学员获取各类信息提供了极大便捷。借助微信、微博、B
站、知乎、学习强国等融媒体优势，活用融媒体，创新思政融入方式，增加思政融入的时效性、吸引力

和感染力。如利用雨课堂信息平台和智慧教室推送和播放中国故事和科学家的故事，学员通过观看相关

微视频，以可视化、沉浸式感受伟大祖国的崛起，以及科学家的奋斗精神，树立为科学献身的信念，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利用微信群转发央视微博、人民日报微博等的好文章，传播正

能量，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潜心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新的教学模式，注重发挥信息技术优

势，营造好学乐学的教育氛围。同时开设“思政小课堂”，鼓励学员挖掘数字信号处理蕴含的哲理，领

悟数字信号处理的精髓，树立理性辨析的正确观。 

3. 结论 

专业基础课程是连接基础课和专业课的重要桥梁，需在综合分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员特点的

基础上，合理地挖掘课程思政要素和案例，并有机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本文通过对《数字信号处理》课

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期为类似的专业基础课程实施思政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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