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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开展的“三全育人，五位一体”的思政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与实践

分析。遵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原则，课程改革着力于构建与思政教学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在

“五位一体”的框架下，课程内容结合时事热点，融入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优化的教

学资源通过三大平台增强线上线下的互动性和实用性；学习过程创新以项目制和案例研究为主，强化学

生主动学习和批判性思维；实践空间拓展倡导校外社会实践，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反馈社会；多元评价

体系包含自评、互评及师评，全面考察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技能。实践证明，课程思政改革提高了学生

的专业能力与思想政治素养，有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我们的改革经验高校课程改

革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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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and practical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five in one” approach.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ng 
all staff,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 aspects, curriculum reform focuses on building a curriculum 
system that integrat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ive in One”, 
the course content combines current affairs and hot topics, integrates national spirit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guidance; optimized teaching resources enhanc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on and prac-
ticality through three major platforms; innova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focuses on project-based 
and case studie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expanding practical 
space advocates for off campus social practice, focusing o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viding 
feedback to society; the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es self-evaluation, peer evaluation, and 
teacher evaluation, comprehensively assess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vocational skills of 
students. Practice has proven that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
lum has improved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help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
tion for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form through our reform experience. 

 
Keywords 
Three-Wide Educ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and Practi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习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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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也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构建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三个方面：一是“三全育人”内涵特征，经历了从“三育人”[2]到“三全育人”[3]再到“三全育人共同体” 
[4]的演变阶段；二是“三全育人”十大育人体系，学者们以全员[5]、全方位[6]和全过程[7]三个方面为切

入点，着重探讨了课程、科研、管理等十大维度的育人体系实践模式；三是“三全育人”机制模式，学者

们从协同意识[8]、资源整合[9]、制度保障[10]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机制模式。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承载着为学生提供必要技术知识与技能的职责。然

而，单一的技术传授已不再符合当前教育的全面性要求，本文围绕如何在《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这门课

程中落实思政教育，详细阐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教学设计理念和具体实践措施，并分析其可

能面临的挑战与解决办法。通过重塑课程内容、优化教学资源、创新学习过程、拓展实践空间和多元化

教学评价的“五位一体”的创新实践，探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可行性与创新性，提出我国高等教育深

化课程思政教育工作的建议，以期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育人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

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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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存在的思政教学痛点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是面向非计算机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类课程，课程分为

8 个章节共 32 个课时，包括多媒体概述、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数字音频处理技术、数字视频处理技术，

动画处理技术、超媒体与网页制作基础、多媒体网络技术、多媒体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等内容，课程目

标是培养能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处理多媒体信息的创新型复合人才，为学生的实际生活与未来工作助力。

传统课堂教学存在五大思政教学痛点。具体痛点如下： 

2.1.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融合度低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方面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往往在教学目标上分离，思政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

素养、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重点在

与技术的理论和实践，如图像处理、音频编码、视频合成等。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两张皮”的问

题，表现为融合度低的现象。 

2.2. 思政元素的优质资源少，难以满足学生需求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教材和课件资源主要侧重与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思政教育的内容和

资源较为匮乏，教材和课件的编写，选择和更新存在不足，缺乏与思政教育内容有机结合的资源。在多

媒体技术与应用的教学过程中，缺乏思政元素的教学案例和实践任务，学生难以通过具体案例和实践任

务的完成来理解思政教育的核心概念和原则。 

2.3. 思政方法相对简单，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传统的“理论讲解 + 上机实验”教学模式，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

这样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缺乏主动性和参与度，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简单的课程思

政教学方法往往注重知识的表面性传授，缺乏对于思想和价值观的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容易

导致学生在理解和掌握知识时缺乏深度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同时单一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

差异和多样性。每个学生的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学习方式都不同，纯知识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无法满足

所有学生的需求，容易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 

2.4. 思政实践创新空间不足，难以提升创新思维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的支持，由于学校在设备和资源上的投入存

在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实践创新条件，导致学生在实践环节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受不足。同时课程往

往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和学分上，例如，实验课时仅仅只有 12 个课时，实践创新需要更充分的时间和资

源投入，课时少使得实践创新的空间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多媒体的软件更新很快，需要教师能够灵

活运用多媒体技术，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辅导，一些教师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教学方面缺

乏经验和能力，无法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引导和支持，从而导致实践创新空间不足，难以提升学生的创新

思维。 

2.5. 思政效应评估不足，难以体现思政教学效果 

课程思政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社会责任感，评估其效果应该是多方面、多维度的。

然而，现有的评估指标往往过于简单单一，只注重于学生在知识掌握上的成绩表现，而忽视了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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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价值观念的培养。同时，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是评估思政效应的重要前提，在《多媒体技术

与应用》这门课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和依据，评估往往依靠教师主观评价或简单的问卷调查，

导致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足。思政效应评估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和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实

中往往缺乏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反馈意见，使评估过程失去了学生的真实感受和意见反馈，无法全面了解

和评估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 

3.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思政教改思路 

教学过程中，依托网络教学平台、课堂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三大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和多样化的数字资源，遵循“启发引导、循序渐进、促进发展”的原则，以项目为导向，任务为主线，

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按照“做中教，做中学”的教学理念进行教学设计，强化学生的

案例分析和实操能力，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并将“课程思政”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课程设

计中，将思政元素与课程紧密结合，“无痕”地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形成“融教书育人、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的教学理念，具体教改思路如下： 

3.1. 重塑教学内容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教材分为 8 个章节，具体内容如图 1 所示，教学内容专业性强，思政融入不

够。通过充分挖掘可融入课程的思政契合点，科学合理的拓展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宏观上，将课

程思政内容分为三大模块：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并对应十大主题，每个主题设置思政切入点，制定

相应的思政目标，如表 1 所示。通过挖掘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自然的互通点，展现出新时代的中国 
 

 
Figure 1. Teaching content bef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course 
图 1. 课程思政教改前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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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aft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curriculum 
表 1. 课程思政教改后教学内容 

模块 授课内容 主题 思政切入点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新 
时 
代 

第一章 
计算机系统组成 

主题一：计算机系

统组成“芯芯之

火”可以燎原 

我国自主研发的计算机软硬件产

品以及国产企业在自主研发时遇

到困难，不放弃不妥协，设计龙芯

芯片的胡伟武和 WPS 软件的求伯

君。 

基本国情 
综合国力 

让学生感受计算机发展历

程中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第二章 
多媒体技术概述 

主题二：走进多媒

体的世界–“新世

界从多媒体开始” 

选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

扎(佛山石头)作为多媒体作品的

案例展示。 

文化传承 
工匠精神 

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以及

制作工匠们追求极致，精

益求精的精神。 

新 
技 
术 

第三章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主题三：从俄乌战

争的海丝一号到

数字图像处理技

术 

通过俄乌战争中海丝一号卫星发

回的图像照片学习图像处理技术。 
国家意识 
伦理道德 
意识 

通过学习图像处理技术，

加强对国家安全，国家利

益的认识与关注，培养学

生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 

第四章 
数字音频处理技术 

主题四：揭秘国庆

阅兵的脚步声效 
播放视频《踩点高燃！70 秒看尽

70 周年阅兵仪式》启发学生思考

国庆阅兵中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是如何实现的。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自信文化自

信纪律约束

意识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引

导学生明白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

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 

第五章 
数字视频处理技术 

主题五：不让农业

芯片“卡脖子”

“稻”念袁隆平院

士” 

以缅怀和纪念“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院士为主题，给学生介绍视频

制作与编辑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爱国精神 
奉献精神 
奋斗精神 

学习袁隆平院士以祖国和

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

祖国和人民，躬耕田野，

脚踏实地把科研成果写在

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主题六：5G + 4K，

8K + AI 奥秘无穷

的高科技 

以冬奥会上的高科技 5G + 4K，8K 
+ AI 为引入，介绍数字视频处理

技术的原理。 

科学思维 
创新精神 
信息素养 

引导学生以科研服务于人

民、服务于社会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努力实现科技

创新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

动。 

第六章 
动画制作技术 

主题七：揭开动画

的神秘面纱 
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视频，

引出本次课程的教学案例。 
民族团结 
民族文化 

引导学生要善于观察与总

结，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延

伸能力。 

主题八：动画，真

的那么遥不可及

吗？ 
——日出东方 

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

分离动画视频为例，介绍动画制作

的流程。 

爱国情怀 
工匠精神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激励学生把个人发

展与民族振兴紧密相连。 

第七章 
超媒体与网页制作

基础 

主题九：“建党 100
周年专题网站”制

作流程 

以 6 种不同风格的主题网站为例，

共同感悟鉴赏优秀作品。 
文化自信 
社会责任感 
增强视野 

让学生体验和认识多媒体

应用过程中传达的技术价

值与文化价值，引起学生

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 

新 
梦 
想 

第八章 
多媒体网络技术 

主题十：形式多样

的多媒体网络技

术 

通过观看视频“智慧城市的建设与

管理”，介绍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多媒体网络技术。 

国家战略 
国家意志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媒体网

络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实现

人民福祉方面的作用增强

学生对个人前途与国家需

求应主动对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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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中国力量，激励学生形成自主的国家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新技能这把“双刃

剑”，实现新青年的新梦想。微观上，将思政融入教学细节，因地制宜。比如在讲解多媒体的图像处理

技术时，我们引入时事热点，以俄乌战争中我国海丝一号卫星发回照片，对局势了如指掌为例，激发学

生对图像处理技术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精神，在增加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实验课则同步知识点思政主题，安排学生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制作学校抗疫海报，

以展示学生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的抗疫大局，并以主人翁的形象投入学校的抗疫实际行动中，解决了思

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融合度低的问题。 

3.2. 优化教学资源 

通过优化思政教学资源，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中。我们构建了具有思政

特色的四个课程资源库，其中包括了以基础知识为主干，培养学生求实求真精神的微课资源库，通过

建设思政微课资源库，可以将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学生思想，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念；以交叉学科视域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知识图谱库，将不同学科领域

的知识和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整合和关联，形成具有层次结构和逻辑关系的知识网络。一方面可以提

高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也能够将学科知识与思政教育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加强对

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学生爱国热情的案例资源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为教师提供更丰富的教学素材和工具，提高课堂教学的多样性和生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

性；以 5G、AI 等前沿技术为例提升学生科学前瞻视野和工匠精神的文献资源库，收集和整理大量的权

威文献资料，包括书籍、期刊、论文等，为思政教学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源，学生可以通过文献资源库

深入了解课程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拓宽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学生也可以自主性

地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索，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经过多年的建设，共计视频资源 84 个，

知识图谱 104 个，案例资源 450 个，文献资源 254 篇，见图 2。解决了课程思政的优质资源少，难以满

足学生需求的问题。 

3.3. 创新学习过程 

通过 BOPPPS 教学模式，助力课程思政教学，首先通过引用(Bridge)，利用课程思政案例将学生的现

有知识和思想与思政教育的主题和内容进行连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提供思政教学的背景和意义。

在目标(Objective)环节中，明确课程的学习目标和思政教育的目的，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的方向和重点，并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目标感。预估(Pre-assessment)对学生的预测试，教师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

知识基础，为后续的教学设计和学习评价提供参考，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参与

(Participation)环节是课堂的核心，通过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和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参与和主动学习，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合作能力，扩展学生的思维与视野。后估(Post-assessment)环节是对学生学习成果

的评估，可以通过测试、作业、项目等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验，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反思和总

结学习过程，提高学习的深度和可持续性。总结(Summary)环节是对整个课程的回顾和总结，通过梳理学

习的重点和难点，巩固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提供课程思政教学的精髓和主要观点。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重视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例如在视频制作的知识点教学中，我

们利用抢答、投票、讨论、问卷等信息化手段，与学生共同完成主题确立、脚本编写，素材收集的工作，

以良好的师生互动来适应“00”后互联网原住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通过视频展示、探究式学习等

教学手段丰富思政教育的多维度场景，将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融为一体，激发学生对思政点的自主探索

和自主学习的热情，解决了传统思政教学方法相对简单，难以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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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our resource pool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课程思政四大资源库 

3.4. 拓展实践空间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创设实践平台和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将课堂

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通过实际项目的执行和问题解决，加深理解并锻炼实际操作能力，

使理论知识得到贯彻应用和巩固。一方面，实践平台提供了创造性思维的孵化器和技能的实际操作场，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提高他们运用多媒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活动

要求学生面向社会，关注现实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伦理意识。以社会需要为背景的活

动，可以让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理解社会发展的需求，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将学生制作的优

秀多媒体视频以科普视频的形式发布到公众平台，让学生可以认识到自身专业的社会价值，以及如何将

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 

3.5. 多元教学评价 

传统的教学仅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依据，思政教学改革后，我们将学生的出勤、学习态度、

责任担当、小组协作、专业热爱、乐于奉献等纳入考核，并增加了理想信念、职业认知、社会责任等课

堂大作业，既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在学习活动种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

解决了课程思政考评体系缺乏，难以体现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的问题。 

4. 结语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我们发现《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思政教育得到了学生的积极响应，

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思想政治素养得到了显著提高；学生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更加深刻；教师的教育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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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也得到了更新和提升。这些变化说明，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不

仅推动了课程教学的改革，还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 
未来，《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将继续深化“三全育人，五位一体”的改革实践，不断探索和总

结更加高效、系统的教学改革策略，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力培养更多有用之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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