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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探索
——以信号与系统为例

段炳亘　高春辉

（湖南城市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课程思政教育是高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的一

个重要环节，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爱国、

爱党情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本文通过挖掘专业课程

中的隐性思政元素，利用三种思政教学方法在“润物细无声”中

培养学生的基本政治素养、科学素养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为高校专业课程未来的思政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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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做了题为“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的报告。该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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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贯彻落实好重要讲话精神，众多高校在“立德树人”以

及思政课程改革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与实践，作为一名普通高校的

教育工作者，我们始终要明确大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不能只单单的

讲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素

养，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培养学生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看待

问题，不迷信权威。同时也要注重学生的价值引领，注重学生健

全人格的培养，培养出能够为民族复兴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同时

教师自身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

不能一昧的只应付领导交待的任务，要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自己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使命与责任，将思政教育理念在专业课堂教

学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既要让学生学会专业课程中的专业知

识，又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做人，只有将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达到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目的。

一、注重专业课程中隐性思政元素的发掘

思政教学方法其核心在于让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中内化正确

的思想观念，在无形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引领，

既要使专业课程的学习有“思政课”的味道，又没有“思政课”

的痕迹，绝不能完成任务式在课堂上单纯讲解思政知识，因此在

专业课程中插入思政元素要注重其中隐性思政元素的发掘，本文

提供了以下案例以供参考。

（一）理论教学思政元素的发掘

案例一：

在引导学生学习引言部分中，当在课上讲到世界通信的发展

历程时可以讲解我国当下通信领域的蓬勃发展历程，自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通信的发展可谓是筚路蓝缕。三十余年来，我国从 1G

时代的落后挨到、到 2G 时代的蹒跚学步、再从 3G 时代的奋力追

赶到 4G 时代的并驾齐驱，最后到 5G 时代开始领跑世界，以华为

为首的大批优秀民族企业在面对西方国家刻意的禁令时，不断克

服外国垄断集团的重重封锁，在电子信息时代的今天杀出了一条

血路，这个故事告诉学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不畏艰险、迎难

而上的民族，前方道路越困难，我们就是越要克服，在全面建设

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底气要坚信道

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同时也告诉学生们中

国未来的强盛离不开现在各位同学的勤奋学习，离不开各位同学

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案例二：在讲解第四章傅里叶变换时可以通过引入伟大科学

家傅里叶的人物生平来对学生进行思政教学。傅里叶从小家境贫

寒，9 岁时父母双亡被人收养，但是无论条件再怎么艰苦，都不

影响他对数学的热爱。这教导学生要树立正确的逆顺观念，失意

时要努力奋斗走出逆境，得意时更不能骄傲自满。同时傅里叶也

是一个敢于质疑权威的人，他极具创新性地写了一篇题为“热的

传播”的论文，但是论文一经投稿就遭到了当时候科学权威拉格

朗日的强烈反对，但是傅里叶毫不退缩，敢于质疑与斗争，最后

终于黎明划过黑夜，一本划时代的著作《热的解析理论》诞生了。

这一事例教育学生要学会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思维观，真理只是暂

时的真理，永远是向永恒真理无限接近的一个过程，作为学生不

能迷信权威，要敢于质疑“真理”。

在专业课程中还有诸多这种隐性的思政元素，需要各位教师

开动脑筋积极去探索。例如在信号与系统的三大变换时不同类型

的信号采用不同的变换，教导学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清事

物的原因和结果，现象与本质。又比如在讲解梅森公式那一节中

信号流图只能单向传输，告诉学生时间一去不复返，要爱惜时间

努力学习等。总而言之，教师要积极开动脑筋努力去发掘理论课

程中的各类隐性思政元素，这样才能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到理

论教学中去。

（二）实践教学中思政元素的发掘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人才培养的一大重点，学生对待实验

的态度是否正确对未来培养国家的科学家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实践课程中的思政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待科学的严谨、求真、务

实的精神。在课堂上教师可以讲述国内外著名的学术造假案例来

引导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遵守学术规范，摒弃学术不

端行为。例如学生在开始上实验课之前可以向学生讲述“学术女

神 STAP 细胞造假事件”，事件为日本科学家小保方晴子 2014 年

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Nature》上发表了 2 篇诺贝尔奖级别的论文，

这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她在论文中写道发现了一种能够快

速培育多能干细胞的方法，这种细胞能够用来培养人类各种器官，

解决人类器官移植的诸多不良问题，为此日本媒体更是把他报道

为日本的居里夫人。但是时间过了不久，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公然

抨击小保方晴子的论文实验数据涉嫌多处造假，为此国际调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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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专门展开了详细调查，发现该论文确实存在可疑之处，于是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要求小保方晴子在 24 小时监控下重新制备该实

验来自证清白，但是假的真不了，实验进行了数个月都未能成功，

由于舆论压力，小保方晴子导师羞愧难当自杀身亡。于是该事件

尘埃落定，日本政府宣布小保方晴子严重学术造假，早稻田大学

也将其博士学位取消。这个案例告诉同学们对待科学研究一定要

把学术诚信当作科学家的生命一样来看待，绝对不能有丁点弄虚

作假，同时也要养成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图 1 思政元素隐形挖掘实例

二、思政元素在专业课程中的实践手段

（一）引出式教学

以《信号与系统》课程中的“系统”为例，当我们在课堂上

讲解各类系统的响应时，通过讲解同一个信号经过不同的系统响

应会不同，以及不同的信号经过同一个系统响应也会不同，但是

不同的信号经过不同的系统响应却可以存在相同，然后由此可以

引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里面一个重要的哲学观念：世界是相

互联系着的整体，联系无处不在，世界总是存在一些直接的、间

接的联系。告诉同学们我们看待这个世界要用联系的、发展的、

运动的眼光而不能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二）讨论式教学

在《信号与系统》课程中，我们在课上通过提问的方式向同

学们提问“为什么中国的 5G 通信网络部署速度世界最快”，问题

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生广泛讨论，大部分学生对这个话题非常感

兴趣，很多同学认为华为作为世界领先的 ICT 公司，其研发的 5G

设备突破了国外技术壁垒，给中国的 5G 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保

障；其次同学们认为在新冠疫情持续不断的今天，我国政府疫情

管控十分得当，同时国家大力提倡发展 5G 技术，三大运营商而

在积极开展 5G 基站建设为我国的 5G 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与经济

保障，最后大量同学们认为欧美国家逆全球化而行不肯采用别国

更为先进的 5G 技术，同时欧美国家疫情仍在肆虐导致了欧美国家

5G 网络部署进展缓慢，且 5G 网络质量较差。这个简单的思考讨

论题告诉了同学们我们今天在很多方面都已经领先世界了，同时

无数外国人羡慕中国纷纷赞美中国“China Great ！”，我们的同

学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四个自信，热爱我们祖

国与民族，要立鸿浩志未来投身到伟大祖国建设的钢铁洪流中去。

（三）故事性教学

 故事性教学是在专业课程中发掘那些伟大科学家不畏艰难险

阻，敢于质疑权威，对待科学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勇于探索科

学真理的故事。比如说信号与系统中有傅里叶在面对当时候的数

学权威拉格朗日的否定时，仍然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最后

发现傅里叶级数等伟大数学理论，其次在信号与系统中还有奈奎

斯特、吉布斯、拉普拉斯等伟大科学家的故事，通过讲解这些伟

大科学家的故事让学生明白科学道路总是充满荆棘的，不会一帆

风顺，但是我们既然选择去做就应该不畏艰险，不迷信权威，以

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

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与人生观。

图 2 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中的实践手段

三、实际成效

我校信号与系统课程组对学校 18 级、19 级通信工程专业进

行了信号与系统课程改革，通过采取上述手段将思政元素无形融

入的专业课程中去，在课程教学中注重专业课中隐性思政元素的

发掘，采用故事性教学、引出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方法，将思政

元素无形的渗入专业课程课堂中，学生在课堂上反响良好，同时

为了进一步明确课程改革的教学效果，我们采用网上问卷形式对

18 级、19 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43% 的同学认为

课程质量优秀，有 46% 的同学认为课程质量良好，同时有 78% 的

同学认为在课堂上添加思政元素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有促进作用，

课程改革实际成效良好。

四、结语

如何将思政元素恰当好处地融入到专业课程中去是思政教学

改革的一大难点与重点，很多学校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

我们必须意识到思政教学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推

陈出新，也必须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同时

本文通过阐述一个较为可行的课程思政改革的思路，首先发掘专

业课程中隐含的思政元素，然后再采用三种思政教学方法将思政

知识无形的传授给学生，通过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对待思

政反响较好，对培养学生的基本政治素养、科学素养以及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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