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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思政案例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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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为高校思政教育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展了覆盖范围，提高了思政实效。从课程内容中提炼、引申出所蕴含的精神品

质及内涵要义，建设生动鲜活、价值塑造的课程思政案例，将思政教育的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方式相结合，有机统一“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以利于构建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的课程生态共同体，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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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改革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通过专业知识

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能够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目标。但如何使得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特别是理工科计算机类基础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尤

为重要。本文首先厘清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问题，然后阐明基于

案例的方式进行课程思政设计的意义、案例设计和教学实施。

一、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问题

开展课程思政，要求专业课教师既要思想上给予高度重视，

也要求掌握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提升思政教学能力。目前部分

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既有认识上的偏差，也有管理上的偏失，还有

定位上的偏离。突出问题如下：

（一）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相互割裂的问题

长期以来，大学生专业教育被认为和思想政治教育毫无关系，

各位分离，二者自说自话，甚至还出现过个别专业教育否定思政

教育的情况。孤岛式的思政课程即便讲得再好、再受欢迎，其涉

及面和影响力也是相对有限的。

（二）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深度融合的问题

价值的引领与塑造，应当是从课程知识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要深入挖掘蕴含着价值追求、精神品质、理想信念、社会责任、

职业道德的学生培养隐性思政元素。课程思政不能蜻蜓点水、浮

于表面，也不能拖沓冗长、喧宾夺主，偏离专业教育。

（三）课程思政与教学全过程有机融入的问题

有的课程思政为了“思政”而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不仅起

不到思政育人的效果，而且偏离了专业课程的教育内涵。课程思

政目标应当明确列入教学大纲，进入教材、课件和课堂，润物无

声地融入教学全过程。

二、课程思政案例建设的意义

课程思政案例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目标融为

一体，是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和专业课程相融合的路径。课程思政

案例以专业知识为载体，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时又激发

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和内在动力。课程思政案例建设的意义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思政案例教学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措

施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对于公共

基础课程思政的建设要求：要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

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

知能力的课程，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

（二）课程思政案例是发挥公共基础课程指引导向作用的教

学载体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是培养大学生计算机应用操作能力的基

础课程，通过计算思维的养成解决专业问题。精心设计的计算机

公共基础课程思政案例，能够基于知识传授和实操训练来培养能

力，通过价值引领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发挥课程的基

础性、应用性和实践性的优势。

（三）课程思政案例建设是解决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思政教

育空白问题的重要抓手

课程教学对象为大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他们正处于身

心发育的定型期，表现出好奇心强、思想活跃、求知欲强、认识

浅显等特点；同时也处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期，是计算机应用能

力培养的初始阶段。课程思政案例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能

够扩大思政教育的受益面，润物无声地进行思政教育。

三、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是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分流分层的课程

群。珠海科技学院计算机学院建设了计算机应用基础、C 语言程

序设计、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数据库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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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Python 编程、平面设计、Java 语言程序设计、网页设计基

础、证券与计算机交易系统等 10 门课程，课程覆盖面广，应用性

强。近年来，课程建设团队以“铸魂育人、润心启智”为导向，

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大纲、教案、微视频、教学课件、习题库等，

推进“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了思政案例覆

盖全部课程，提炼挖掘出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科学精神和法制精神等精神品格，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思政教育。

以下以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思政案例“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突

出重围”为例，介绍案例设计要点及思政教学。

（一）案例素材

中国华为公司自主开发计算机操作系统“鸿蒙”。2019 年 8

月 9 日，华为正式发布操作系统鸿蒙。鸿蒙操作系统是一款分布

式操作系统，能够用于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汽车、可穿戴设

备等多种终端设备。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一经推出，在全世界引

起强烈的反响，开始改变操作系统全球格局。中国整个软件业正

奋力追赶，跨越发展。鸿蒙操作系统在国产软件行业发挥战略性

的引领作用。中国高科技企业处于被美国打压的逆境中，以华为

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自主研发我国核心技术，是在高科技

领域展开的一次重要突破，是中国解决在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

的“卡脖子”问题的一次突围。

（二）思政教学

介绍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研发过程，通过播放抖音微视频“鸿

蒙系统势不可挡”，让学生深深感受并学习到中国企业攻坚克难

的创新精神；通过鸿蒙操作系统和安卓操作系统的比较，引导学

生学习中国科技企业及科技工作人员在孕育、创新、突围中成长

壮大的动人事迹，学习中国科技人员不断突破、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

四、课程思政案例教学实施

课程思政案例是将精神品质蕴含于专业课程内容之中的典型

案例，是贯穿教学全过程的教学载体。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

创新的方法路径，可以是“接着讲故事，适时展成果，全程寓道德”，

也可以是“大水漫灌”与“精准滴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

相互配合、合力育人，还可以是“亲其师，信其道；启心智，促思考；

本实践，求生动”。从教学组织实施层面上，按照“背景介绍、

讨论辨析、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的步骤，分步实施课程思政案

例的教学应用，要点如下：

（一）背景介绍。通过微视频、文本、图片、图表等多种形式，

从新闻报道、人物访谈、领袖讲话等多角度展示案例的真实情境，

还原案例发生的背景，为学生结合专业知识思考问题提供切入点。

（二）讨论辨析。教师利用雨课堂等在线平台提问，即时展

现学生回复情况，或者让学生通过弹幕展示个人的观点看法，活

跃课堂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共鸣。

（三）知识传授。教师归纳总结学生讨论观点，讲述课程知

识要点，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主动建构，完善学生

的知识体系。

（四）价值引领。教师发挥知识传授者和价值引领者的作用，

通过推理、反问、假设等方式，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形成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

五、结语

教学实践表明，深挖思政育人元素，建立课程思政案例，是

实现专业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方法。从学

科历史、人物故事、时政要闻、传统文化、名著名篇、重大事件

等挖掘思政元素，采用提炼、引申、比较、关联等方法，引入源

头活水，建立鲜活的课程思政案例，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灵活

运用教学策略方法，达成了预期的思政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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