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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课堂思政的编译原理教学探索
王海燕　方凤美  

（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随着新时代高校教育的发展，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已然成为我国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高校课程思政就是要将

思政教育元素融入大学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培育学生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本文结合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模式，给出提升思政

+ 专业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为高校协同育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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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

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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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形势下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的纲领性

指导，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反映课程思政建设是确保育人任务的要点。2020 年教育部

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明确提出全面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

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2023 年，教育部发布《教

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2023 年工作要点》 ，其总体要求强调要“深

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强化‘质量党建、精准思政、

积极维稳、数字赋能、系统推进’，以全面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

为牵引，着力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生态，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征程上

迈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坚实一步。”课程思政是为命运共同体“筑

基”的重要一环，推进教师融合课程思政于专业教学，关系到国

家育人育才的时代使命。

一、编译原理课程引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主渠

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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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点提出“要

加强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充分发掘和运

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

创新”。当前，社会多元价值交织、渗透， 对大学生有着广泛影

响， 高等教育不仅要发挥多学科优势， 还需要实施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思政”。

二、编译原理课程思政设计

在计算机学科教育中，《编译原理》课程是面向我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基础课，研究设

计和构造编译程序原理和方法。这门课程蕴含着计算机科学中分

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培养学生形式化描述问题以及如何

通过演绎和归纳来设计解决方案的一门课程。这些思维和方法对

于解决应用软件、系统软件以及人工智能设计与开发等实际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课程在计算机本科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编译原理课程教学要与时俱进，充分优化课程设置，完善教

学设计，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融入编译原理课堂教学，创建课程

立德树人新模式，实现学生专业知识、思想政治水平的同步提升。

让学生具备精湛的专业技能，同时具备正确的理想信念、健康的

心智涵养，对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培养诚信价值观

编译原理中的“编译器”术语，最早是“计算机软件工程

第一夫人”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1950 年提出的，Grace 

Hopper 通过开发一个程序，将数学符号翻译为机器语言，这个程

序被称为“编译器”并命名为“A-0”。1956 年 Grace Hopper 写

出“Validation”用来检查程序的编译方式，由此衍生于面向商业

的通用语言 COBOL。1957 年美国计算机协会专家约翰·巴克斯

（Johan Backus）受邀参与设计通用的、与计算机无关的算法语言，

丹麦的披得·诺尔（Peter Naur）通过对约翰·巴克斯提出的语言

语法描述方案进行修订，产生巴克斯 - 诺尔范式（Backus-Naur 

Form，BNF）。至此，编译器的开发有了理论支撑，因为 BNF 能

用简洁的公式对程序语言的各种语法规则进行严格清晰地描述，

迎来了编译技术的蓬勃发展。巴克斯 - 诺尔范式能一直流行至今，

与它自身严谨的形式化语言描述理论有直接关系，因而在发展的

过程中经得起推敲和证明验证。

教师在专业知识教学之余，可引导学生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及科学精神。理工科类的学术研究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支

撑，只有经过严格的数学推导、演绎和归纳，才具有正确性、可

信性和持续性。培育学生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坚持诚信第一，不可学术造假。

（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

应用软件、系统软件的开发，需要用到编译技术的知识理论。

编译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早期的编译器侧重于高

级语言到机器码的代码生成技术。随着程序设计语言和体系结构

的发展，编译技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迭代创新已逐渐成熟和规范

化，如现有的编译技术已经有自动生成、自展、交叉编译、并行

编译等多种形式。当前，在编译器正确性、安全性、可靠性、性

能等可信保障技术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国学者也在积极探索编译器自主、安全与创新之路，力争推动

中国软件事业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和工业界非常重视编译技术的

发展，华为、龙芯等企业不停追赶学术前沿进展显著，2019 年 8

月华为方舟编译器发布，华为推出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方舟编译

器，该编译器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多种芯片平台的联合编译与运行，

能够有效解决安卓程序“边解释边执行”的低效率问题；编译器

是国家基础软件的重要组成，编译技术是我国自主可控计算机核

心系统研发及技术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发展中国自主的信息基

础产业成为未来计算机专业学术研究的主要动向。

在编译原理课程的实践环节中，主讲教师可让学生了解编译

技术领域的前沿探索，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培养价值认同，培

育“科技强国”思想，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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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授课中，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教导学生保护数据安全，

杜绝恶意技术数据泄露。步入工作后，既坚持理想信念又坚持工

程伦理。

（三）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语法分析是编译程序的核心部分，其任务是分析识别由词法

分析给出的单词符号序列是否为给定文法的正确句子。教学内容

“LR 分析法”是语法分析中自下而上进行规范规约的分析方法，

位于词法分析之后。这种分析方法是表格驱动的，即 LR 分析器

总控程序的核心是 LR 分析表，含有分析动作（ACTION）表和状

态转换（GOTO）表两部分构成。LR 分析器的每一步分析动作，

都是由分析栈栈顶状态与当前输入符号共同唯一确定的。LR 分析

法是最年轻的计算机图灵奖获得者唐纳德·尔文·克努斯（Donald 

Ervin Knuth）提出的，LR 解析理论堪称经典，也是课程的难点。

在课堂教学中，关键应讲授 LR 分析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科学思维和基本方法，核心问题是规范规约的实现过程，需要

从给定上下文无关文法直接构造识别文法所有规范句型活前缀的

DFA，由 DFA 构造 LR 分析表，并进行确定性的语法分析。讲授

过程中，主讲教师可培养学生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的辩证思维，

培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增强方法论与辩证思维的运用能力。

进而，培养学生计算机系统设计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树立专业

自信，运用辩证思维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四）增强对抗困难能力

编译过程即编译程序的工作过程，指从输入源程序开始到输

出目标程序为止的整个过程。编译原理课程以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为理论基础，课程特点是理论抽象、系统性强、理论性强、实践

性强，是较难的计算机专业课程。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带领学生理解直接与间接的关系，遇到

问题进行任务拆分，如编译过程主要分为 5 个阶段：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生成、代码优化程序、目标代码

生成。各编译阶段拥有自己的子任务，协作完成整个编译过程。

在“语法分析”阶段，解决问题的思路又可分为自上而下及自上

而上的语法分析过程。通过带领学生学习编译问题的解决思路，

引导学生领会“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人生信条，培育学生勇于攻

坚克难、坚忍不拔对抗困难的能力。

三、提升思政 + 专业课程教学实践性的建设

以编译原理为例，从完备课程教学体系、锻炼教师教学能力、

设置科学考核评价方式等，探索高校工科专业课教学思政育人提

升路径，切实真正发挥“思政 +”的融入作用。

（一）完备课程教学体系

2020 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

调“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

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

育人责任”。教师是教育的主力军，起到完全的主导作用。教师

在进行编译原理教学时，1）应提前完备编译原理课程教学体系和

课程思政资源库，循循善诱传播真理。2）构建有质量的教学设计，

针对专业知识点，深度挖掘思政内涵。不仅要讲到科学和专业的

广度和深度，更要有温度，入耳入心，润物无声启迪学生心智。

（二）锻炼教师教学能力

 专业主讲教师职业能力，是需要培养的。教学实效性的提升，

与教学方法及教学方式息息相关。编译原理课程以形式语言与自

动机为理论基础，概念多、理论抽象是课程基本特点。教师在进

行编译原理教学时，1）可考虑情景导入、互动式教学、启发式教

学等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提升学习参与度，深度理解编译理

论中概念间的相互关系、编译问题分析的思维方法及原理内涵，

进而增强教师的育人能力；2）可考虑翻转课堂、案例驱动、小组

讨论等多元化教学方式，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切实提升教师育人能力。

（三）设置科学考核评价方式

随着教育更具科学性、多元化的发展，课堂教学需要一套完

善的课程评价体系，从而更加科学规范的教学调优。课程评价考

评不仅是课程考核评价不仅仅是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更重要的

是要考察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以及他们在信息技术、学习策略、

沟通、合作和个性等方面的表现。教师在进行编译原理教学时，1）

应重视实践环节，编译原理课程存在实践环节，培养学生掌握词

法分析、语法分析、各种语法成分的翻译实现等动手能力。可在

课程实践环节，增加团队协助教学设计，以项目驱动方式进行实

际任务的划分，学生以团队形式进行专业知识考评。在满足专业

培养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2）提倡过程式考核，编译原理教学考评不仅要运用期末试卷考核，

更加要关注过程考核，如学生出勤情况、课堂互动情况、拓展学

习情况等内容。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提升授课质量。

四、结语

编译原理课程融入思政教学，是高校专业课与思政课协同育

人的重要实践，是我国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中

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

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专

业课一线主讲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授业解惑能力，对思政育人的引

导能力，对培养有专业能力、有政治认同、  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

人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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