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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信号与系统》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培养的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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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信号与系统》是电子电气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

础课，课程内容包含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复频域

分析、Z 域分析，蕴含丰富的科学研究思想，架起理论分析与工

程应用的桥梁，既厚植基础理论，又与现代信号技术紧密连接，

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依托，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起到重要的引导

作用。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本文主要对《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内

容进行深度剖析，基于认知学习理论，构建《信号与系统》课程

科学素养培育的主线，人文素养培育的副线。科学素养培育的主

线主要从知识学习应用、实事求是地探究理论的科研态度、继承

与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角度构建，有机结合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与科学素养培育三方面，深度改革教学内容、课堂教学、线上教

学平台资源。人文素养培育的副线主要从道德修养、自我认知、

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服务社会的角度挖

掘课程以及课程衍生出的人文知识。通过对《信号与系统》课程

内容得深度挖掘和外延，依托课堂教学改革、线上教学改革途径，

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实现能力和素质的提升，优化

课程育人的效果，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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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育质量

的意见》中指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课程教学是教育过程中的基本单元，

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发挥着更为突出的育人作用。《信号与系统》

作为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基础课由于其课程内容丰富、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可以有效地依托课程教学，以直接、间接和内隐的方

式对本专业学生从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个方面进行培养，适应

学生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一、《信号与系统》课程目标及内容设计

《信号与系统》课程通过讲授、讨论、实验等教学活动，在

知识上侧重学生掌握信号与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基础分析方法，探

究信号与系统的实践应用。能力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探

究能力、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及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具备更高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学

科综合应用能力。 综合素养方面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人文社会素养；培养正确的科学素养和工程素养。

本内容设计突出科学素养（知识和能力）培养主线，重点夯

实课程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同时侧重知识的前瞻性，结合工程

应用、科研课题进行基础知识与理论的提升，在推演、分析、探

究和实践中提升学生的科学能力与素养。

二、思政映射与融入点，突出主线、副线的双线教育 

课程思政的主要作用是依托课程教学实现课程的综合育人目

标，所以不能为了讲思政内容而思政，而是要深度挖掘课程大纲

内容，将思政教育目标分解到知识传授与实践的过程中，润物于

无声，培养学生于潜移默化之中，增加学生课程学习的认同感和

获得感。

表 1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映射与融入点示例

内容 授课知识点
思政映射与

融入点

教 学

方式

教 学

方法
工程应用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信 号 与

系 统 的

时 域 分 

析

1. 卷积运算；

2. 时 域 分 析：

外加激励与冲

激响应的卷积

得到系统的零

状态响应。

1. 卷积过程和一个人努力的

累加过程相类比；

2. 付出与收获与系统激励与

响应类比。

讲授

实 验

演示

启 发

引导

卷积的应用：

1. 信号处理：信号滤波；

2. 声学领域：回声的卷积

表示；

3. 图像处理：图像滤波（高

斯变换）。

1.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结合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质量互变

规律的基本原理”；  

2. 引导学生建立争取的学习观，树立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保持持续学习的动力。

连 续 时

间 信 号

的 频 域

分析  

1. 傅里叶级数；

2.变换域分析。

1. 傅里叶的传奇人生；

2. 时域到频域的变换，引导

学生多角度看待同一事物。

实 验

演

示、

讲授

文 献

阅读、

启 发

引导

1. 音乐信号的分析：周期

信号的频谱分析；

2. 图像增强与图像去噪、

图像压缩。

1. 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基本原理，

引导学生学会辩证的、多角度地看待问题；

2.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辩证地看待

人生的挫折和坎坷；

3. 培养学生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不畏困难，

敢于面对挑战，追求卓越的品质。

抽 样 定

理 及 应

用

1. 时 域 抽 样 定

理；

2. 信号的恢复；

3. 抽 样 系 统 的

分析。

1. 信号信息不丢失的条件；

2. 抽样定理的内容；

3. 实践案例

如 果 在 有 限 条 件 下 实 现 抽

样，引导学生从实践中去理

解无论科研还是生活要关注

最重要和核心的事物，必要

时要有一定的妥协与割舍不

重要的部分。

翻 转

课

堂 、

小 组

讨论

任 务

驱动、

启 发

引导

1. 抽样定理的工程应用；

（点明工程实际与抽样定

理 的 结 合 - 抗 混 叠 滤 波

器）；

2. 不同抽样频率对声音信

号的抽样进行对比分析；

3.A/D 转换。

1. 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

理，引导学生学会关注事物本质，培养科学

探究精神；

2. 在科学应用中体会到生活中如何正确看待

人生中的得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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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散 时

间 与 系

统 的 分

析

1. 离 散 时 间 信

号与系统的时

域分析。

2. 离 散 时 间 系

统的性质。

3. 离 散 时 间 信

号的卷积运算。

1.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

领域；

2. 从连续时间系统的性质定

义 迁 移 到 离 散 时 间 系 统 性

质。引导学生学会知识迁移。

3. 通过卷积运算，引导学生

体会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如

何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讲 授

实验

启 发

引导

1. 数字信号处理的优势；

2. 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

1. 培养学生树立科学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2. 培养学生科学研究思维和掌握科学研究方

法。

3.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结合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质量互变

规律的基本原理”；  

4. 激励学生持续努力，树立志向与国家发展

紧密联系。

三、课程思政总体实施思路、主要举措、创新点及典型经验

本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间接、内隐的方式将

思政目标融入到各个教学知识点中，以知识与能力培养为主

线，思政教育为辅线融入整个教学过程，进一步加强专业人

才培养。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主要举措围绕一个中心，两个支持，

三个推动展开。

（一）一个中心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1. 确定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主题，制定课程的思政目标。

2. 根据课程内容，选择适合的思政教育切入点，构建本课程

课程思政融入点图表，同时注重教育反馈，做到动态调整。

（二）两个支持是采用课堂教学支持和课下实践支持。

1. 课上知识学习主阵地为课堂教学，采用讲授、讨论、自学、

实验等多种形式，将课程思政以学生易于接受，潜移默化的形式

融入课堂教学。

2. 课下实践通过小组讨论、课题研究等课下教学活动，把课

上的知识、方法应用到具体实践中，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提高知识、

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效果。

（三）三个推动

1. 一是推动思政内容创新，要求教师不能为了教育而教育，

应该结合本领域的应用、创新和本课程的教学改革不断挖掘课程

的思政价值元素，将育人的行动落在教学实处，以内容和实践凸

显思政育人的润物无声；

2. 二是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协同课上课下教学实践；

3. 三是推动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协同创新，思政教师依

据《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及学生个性化需求，对

教学大纲、课堂设计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改进优化，专业课教师

把思政理念贯穿于知识传授中，将课程思政价值元素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四） 创新点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创新点主要包含两点。

1. 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进行课程思政顶层设计，深度

挖掘课程内容的显性和隐性思政主题。

2.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采用课上课下全程教育与实践，

把知识和认识转化为行为，达到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

（五） 典型经验分享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的一个典型案例教学：对系统特性

分析通过探究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性，通过启发提问的方式，引导

学生体会稳定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培养健全人格。通过稳定系统

的冲激响应变化，通过学生进行系统角色扮演，如果把系统看作

一个学习过程，观察在收到干扰后稳定系统与不稳定系统的响应

形式，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培养

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终身学习理念，学会反思。同时启发学生

理解从个人到集体、到国家一个整体，稳定的重要性。体会我们

党和政府在应对外界干扰，所应对的措施，制定稳定的政治经济

政策的必要性。

四、结语 　　

《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改革对象是校本科二年级学生，实

现全程知识教学与课程思政教育的统一，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

育相统一，挖掘课程思政内容，改革教学形式和方法，在教学过

程中增强学生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增强学

生“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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