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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要求，以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主干课程《微波技术与天线》为例，从

思政资源的构成、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融合以及课程思政的方法三个方面探索了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施

方式，并对分别代表理论基础和工程应用的两个知识点进行了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剖析，取得了很好的

教学效果，为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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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is paper takes 
microwave technology and antenna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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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and the method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It also analyze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two knowledge points, which represent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n-
gineering application respectively, and obtains good teaching results, which provides useful ref-
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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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1]中提出坚持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提出要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高等院校“立德

树人”的教育新格局。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

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中全面推进。由此，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掀起了课程思政的大讨论、大研究

和大建设。然而，在专业课程教学中长期存在重专业知识传授，忽视思想德育教育的情况[3] [4] [5]，课

程思政的标准和内容与国家要求不符。思政元素不全，挖掘不深，引入生硬，定位不准；课程思政在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生硬，形式单一，与教学内容结合不紧密，没有融会贯通，呈现出明显的颗粒感，口号

化、空泛化趋势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达不到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而且容易造成学生反感

情绪，甚至使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产生抵触。本文以《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为例，深入挖掘专业课

程思政资源，探索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融合方式，研究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为课程的思政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2. 课程思政方法 

2.1. 思政资源构成 

《微波技术与天线》是电子信息类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核心主干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

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文结合教学实际，按照思政资源建设的原则，重点从学科专业发展、名师大家事

迹、前沿技术、国家时事政策、工程应用等方面深入挖掘思政资源，构建《微波技术与天线》思政资源

库，如图 1 所示。 
其中，学科专业发展史主要包括电磁波存在的预言及证明、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提出及科学价值、电

磁波频谱的发展应用，基片集成波导、复合左右手传输线等新型传输线的演变历程，天线发展的苦难与

辉煌等；名师大家事迹主要包括电磁场与电磁波的奠基者库伦、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天线发明者

波波夫、马可尼、八木等科学家不畏困难艰苦钻研的事迹，当代名师林为干、陈敬熊、顾诵芬、段宝岩、

南仁东等科研学术大家责任担当勇于开拓的事迹等等；前沿技术主要包括微波领域新兴的超材料、太赫

兹、高功率微波等新技术；国家时事政策主要包括微波领域相关的国家时政热点、国内国际局势等，例

如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芯片限制或禁运，对华为、中兴等企业极力打压等；工程应用主要包括国家重大

工程如神舟、天宫等系列航天工程，探月探火工程、FAST 空间探测工程，以及 5G 通信等热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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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 
图 1. 课程思政资源库 

2.2.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 

《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共四章，主要可以分为理论基础和工程应用两部分。其中传输线理论和网

络基础侧重于理论，微波元件和天线基本理论侧重于工程应用。理论部分的内容比较枯燥，公式繁琐，

抽象难懂，在教学一开始，很多学生就会打退堂鼓，对微波技术与天线这门课有种恐惧感。在进入工程

内容学习时，能看到能摸到了，也对原理有了清晰的认识，但学的远景在哪里，学的价值在哪里又开始

迷茫。因此结合课程特点，在思政元素设计时，区分理论和工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课程思政设计 

 
理论学习时，以学科专业发展史吸引学生学习兴趣，以名师大家事迹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以国际国

内时势驱动学生学习动力。工程应用学习时，以前沿技术发展引领学生学习方向，以重大工程案例引导

学生聚焦学习目标，以名师大家事迹培育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以价值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各部分思政元素的设计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也可以

交叉运用。 

2.3. 具体方法 

课程思政教育要和专业课程教学融合统一，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要求，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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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地进行思政教育，要做到如盐溶水、潜移默化。在《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课程思

政的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a) 导入式 
导入式是课程思政教育的基本方式，在授课过程中，将与授课内容相关的价值观、方法论及科学思

想进行主动提炼总结，或将与教学内容关联紧密的思政元素直接导入，并对其中的人文情怀、科学精神

做一点拨。导入式方法要求教学内容和思政内容之间要过度自然，尽量减小思政教育的颗粒感。 
b) 问题链式 
问题链式教学法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主要目的是通过问题串联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的逻辑关

系紧密连贯。在课程思政教育中，问题链式教学法主要用于理论性较强的授课内容，通过连贯的问题设

计在深入进行理论剖析的同时，展示理论发展中的科学思维和专业内涵。在使用此方法进行课堂思政时，

需要注意思政元素内涵的总结和提高，完成有效的思政教育。 
c) 案例式 
在常规的案例式教学方法中，案例是课堂教学内容的支撑与佐证，仅是在内容上相互关联。在注重

思政教育的课程教学中，案例式教学首先要做好案例的选取，第一要求与课程内容联系紧密，第二要求

具备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第三要求案例的内容、课程教学内容及思政元素要完美融合。教学中可以将

案例视作载体，将课程教学内容合理植入案例的发展环节，过程中注意思政的总结提炼。 
d) 研讨式 
研讨式教学法是一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都比较适用的教学方法，强调的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

和学生之间通过充分的讨论、互动提升教学效果。为强化课程思政教育，在研讨的过程中，要注意思政

元素上的适当点评与点拨，强调学生小组成员间的协作能力、成果陈述中的表达能力等能力的培养。 

3. 教学案例 

“波导理论”是《微波技术与天线》第一章传输线理论中的重点和难点，涉及大量的电磁波传输方

程和传输特性参数公式，方程晦涩难懂，公式繁多易混，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枯燥乏味，存在较强的畏

惧感。因此，在知识点引入的时候，就选择从波导传输线近 150 年的发展史进入，沿着历史发展的长河，

将波导从最简单电磁模式的产生，一直延续到当下最热门的基片集成波导。波导百年的演变其实就把波

导理论贯穿于科学家有趣的实验现象和天马星空的创造力中，以讲故事的这样一种形式，容易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淡化他们对波导理论的恐惧感。一旦学生被带入这样一种有趣的氛围

中，对波导场理论的理解就会找到根源而不显得很突兀。在讲到复杂的公式推导时，恰当引入电磁场与

微波技术专家——陈敬熊院士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人生历程和攻坚克难、矢志报国的感人事迹感染学

生，进一步增强学习重难点知识的信心和力量。最后紧贴波导在雷达中的实际案例，以陈院士主持研究

我国第一代国产雷达车上的波导案例为载体，将波导课程教学内容合理植入到该案例的发展环节，激励

学生牢固树立履行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抛物面天线”是《微波技术与天线》第四章天线基本理论中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是与工程应用结

合比较紧密的内容。抛物面天线结构简单，在雷达探测、遥测遥控、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都有非常广泛

的应用，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卫星通信天线、电视接收天线都采用的是抛物面天线，因而被大家所

熟知。然而，所谓熟知，熟的是外观，知的是表面，但工作原理、异构抛物面天线、超大抛物面天线并

不清楚。所以在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时，采用的是逆向剖析的方式，即难→简→难→简。因此，在课堂

进入介绍抛物面天线结构的时候，就引入工程案例，从发展现状、价值地位这两方面思政点切入。本课

程中选择位于我国贵州境内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也称“天眼”为例，先介绍他的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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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型，总面积 250,000 平方米，口径 500 米，4450 块反射面单元组成；然后介绍丰硕成果，已发现脉冲

星逾 370 颗，并在快速射电暴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最后介绍价值地位，FAST 将我国空间探测能力由

地球同步轨道延伸至太阳系边缘，实现了我国射电望远镜从追赶世界到领先世界的跨越，并将在未来

20~30 年保持领先。这些思政内容的引入，让学生由对“天眼”的惊叹和震撼转变为对我国强大国力的

强烈自豪感，大大激发了对抛物面天线的学习热情。“天眼”系统庞大和复杂，看似很“难”，但当学

完工作原理后，学生会发现万变不离其中，好像又很“简单”。然而“简单”的是原理，“难”的是设

计过程和工程实现，“更难”的是无数科学家几十年的持之以恒和攻坚克难。恰在此时，引入第二个思

政点，通过介绍“FAST”总师南仁东坚持 22 年只做一件事的责任担当、奉献和职业精神，向学生进行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传递。思政内容与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使得既能把知识点讲解透彻又能

彰显国家技术的发展进步，不但提升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更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和为国奋斗的爱国情怀。 

4. 结论 

在专业课程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将其合理有效地融入课堂

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这是国家对专业课程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

课程思政不能停留在嘴边，浮在表面，需要在元素挖掘上下功夫，需要在教学内容衔接上下功夫，更需

要在方法创新上下功夫，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入于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成

为育人育才的有力载体，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和影响学生，引导学生明大德、立大志、成大才、担大任，

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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