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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互联网 +”时代课程思政理念下独立院校《信号与系统》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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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 +”时代，信息更新飞快，大学生获取信息

多而快，尤其是一些不良的网络信息，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这

给高等学校的思政教育造成极大的挑战，也给学生的思政教育带

来很大的难度。如何更好地挖掘思政元素，发挥高等院校爱国主

义教育、立德树人教育？本文介绍了《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内

容和课程思政素材，设计了课程思政案例，并探讨在课程思政背

景下，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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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也是各大高等院校通信、电子等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考试课之

一。该课程要求数学功底深厚，得具备微积分、线性代数、付里

叶级数等数学理论，还要有扎实的电路基础；同时信号与系统本

科教材相对深奥，内容比较抽象，公式理论推导较烦琐，然而作

为独立院校学生广泛数学功底不扎实，学习理解能力和思维逻辑

能力比较薄弱。相对一本院校而言，我们独立学院学生对这门课

程更难学习，对老师来说也更难教授。

近几年，教育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新时期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推进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

革，整合“课程思想政治工作”人才，挖掘专业课的思想政治元素，

积极拓宽和创新“课程思想政治工作”教学，构建一体育人体系。

课程思政视域下“信号与系统”教改刚处于起步阶段，为有

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的三观，从而更好培养出爱国敬业的新时代人才。那如何

在信号与系统课程中寻找课程思政素材，挖掘信号与系统课程与

思政的融入汇点，融入思政元素呢？

一、《信号与系统》课程研究内容

信号与系统课程涉及到的知识多而复杂，可以从信号分析和

系统分析两大块分别展开，如图 1 所示。

图 1 《信号与系统》课程框架

信号与系统的教学内容包含信号的基本概念、系统的基本概

念、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的傅里叶级数、

傅里叶变换与性质、连续时间系统的频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的

拉普拉斯变换、反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性质、连续时间系统的复

频域分析与稳定性的判断、离散时间信号的基本运算、离散时间

系统的时域分析、离散时间信号的 Z 变换、逆 Z 变换与 Z 变换的

性质、离散时间系统的 Z 分析与系统的稳定、因果的判断。

图 2 是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内容，信号与系统课程重点教

授的是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三大变换和两种分析方法。在讲授

这些内容的过程中穿插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元素，从而提高同

学们的思想政治素养。

图 2 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内容纲要

（1）课程理论教学的研究。信号与系统课程理论比较抽象，

而且涉及到大量的数学公式，我们独立院校的学生恰是数学薄弱，

为了同学们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必须对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研

究。抽象内容以直观的方式、3D 形式表现出来，在教学过程中穿

插一些有趣的游戏，融入思政元素。

（2）课程实践教学的研究。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实践教学多以

实验的形式展开，以往的实验教学都是基于实验箱来进行的。而

基于实验箱上的实验往往都是验证性的实验，固定的。只能做些

基础实验，全是硬件电路完成，而且实验是固定的。这样使得学

生无挑战性、缺乏兴趣，一、实验效果不直观，而且许多复杂实

验还无法完成；二、实验效果不好，大量时间用在电路的调试上。

拟设课程设计和软件设计。一、利用软件良好的界面开发和设计

实验；二、利用课程设计课程综合同学们的应用和分析能力。

（3）习题库的研究。根据近年来的教学经验，收集大量的习

题，自编一本信号与系统辅导册子，以便同学们自学。

二、《信号与系统》课程研究目标

（1）课程总体架构。信号与系统课程内容众多而复杂，以信

号描述来说，有时域表示、有频域表示，还有复频域表示。所以

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候，我们得对课程进行顶层设计。根据该课程

的教学目标和内容，以及课程思政要求，收集与课程包含的思政

素材，探讨思政的融入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

一是增加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二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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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培养出爱国敬业的新时代人才。

（2）最大限度地结合多种教学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独立学院的信号与系统课程是针对电子信息工程和通信工程两个

专业开设的一门信号课程，总学时为 75 学时，50 学时理论 +25

学时实验，另设 30 课时的课程设计。因该课程内容多，从课程开

设情况看，理论课时相对少，实践课适中。从生源情况看，部分

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面临新的挑战。

（3）加强思政实践。高校要提出专业课程进行思政实践的具

体保障制度和措施。

三、《信号与系统》课程教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收集与课程所包含的思政素材。

（2）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探讨课程思政的融入点。

（3）将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

信号与系统的理论、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和重组，探索并实

施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有机地融入思政元素的全面改

革和课外科技活动的组织，表 1 给出了信号与系统课程的部分内

容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入点。

表 1 融入点示范 --“信号与系统”部分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

序号 讲授方式 讲授内容 思政素材融入点

1 理论教学 绪论 导入我国通信史和通信技术发展史，激发学生对中国通信技术克难攻坚的共情，激

发学习动力。

2 实践教学 信号与信号的基本运算 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3 理论教学 确定初始状态 汶川地震与家国情怀

4 理论教学 傅里叶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 爱国情怀 --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5 实践教学 傅里叶变换的性质 结合 5G 技术的发展历程，激发学生强化立身之本、科技报国的情怀和意识。

6 理论教学 Z 变换 融入辩证法内容，多视角看待事物，为问题解决找到不同的“域”。

7 实践教学 滤波器的设计 滤波器过滤掉不需要的信息，筛选出想要的信号，引导学生思考，得出“良禽择木”“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思想。

8 理论教学 逆 Z 变换及 Z 域分析 辩证法矛盾重点论和两点论，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自身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为职

业发展夯实基础。

四、《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具体案例

（一）时域分析——卷积与响应

卷积：y（t）=x（t）*h（t）。如果把人生看作响应 y（t），

行为看成激励 x（t），社会看成系统冲击响应 h（t），如果冲击

响应 h（t）已经给出了，那么系统的响应 y（t）只和输入信号 x（t）
有关系，要怎样才能获得理想的输出 y（t）值呢？输入端加入的 x
（t）为“奋斗”，输出将收获“幸福”的 y（t）。

（二）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频域分析—傅里叶变换、多路

复用

对连续周期信号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而对连续的非周期信

号进行傅里叶变换。经过变换后，信号从时域变换到频域，在时

域上分析信号时域特性，在频域上分析信号的频谱特征。时域转

频域的分析，引导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时换位思考，遇

到复杂难题时，要换个思路去处理，就会无心插柳柳成荫。

频域分析用于通信系统 -- 复用技术。为了提高通信效率与频

谱利用率，我们往往采用复用技术。频分复用是在同一个时刻不

同信号在不同的频段上传输；而时分复用是指同一频段不同信号

在不同时刻传输。而频谱资源是有限的，就如人的一生。引导同

学们善待时光和珍惜时间，用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价值。

（三）复频域分析—拉普拉斯变换

图 3 拉普拉斯变换示意图

图 3 是拉普拉斯变换的变换思想，拉普拉斯变换是傅里叶变

换的推广，傅里叶变换是拉普拉斯变换的特例。结合拉普拉斯人

物故事和拉普拉斯变换理论，引出爱国情怀 -- 科学无国界，但科

学家有祖国。

五、总结

本文描述了“信号与系统”课程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将

本课程的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相融合，挖掘该课程中的思政资源，

提出“信号与系统”课程与思政的融入点，搜集、探讨与设计各

课程思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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