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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微机原理》课程中的应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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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机原理课程学习过程中，结合微型计算机核心部件微处理器的发展过程及结构特点，通过课程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不

仅掌握专业知识，更要树立科技报国的人生目标；培养学生自觉遵守规则，诚实守信的良好习惯；激发学生勤奋学习、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学习态度。

课程改革；课程思政；专业课教师

1、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开设
的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作为工作在教育教学一线的高校教师，要积极抓好课堂教学的
主阵地，在近些年思想文化大爆炸的背景下，加强对学生思想
观念的引领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校课程建设中要注重各门课程相互配合，衔接，对于电
子信息类学科，要将专业课与思政类课程协同配合，深度挖掘
专业课程中的思政要素，建立课程思政体系，对学生进行全过
程，全方位的思政教育。

微机原理是电子信息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是现代电子技
术发展的基础，近年来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深
刻地改变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我国电子信息类技
术的迅猛发展，与国际巨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因此，在讲
授具体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该融入课程思政的思想，指导学
生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的决心，
勇于承担时代赋予大学生的使命。

2、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电子信息类专业课教师均为理工科背景出身，对于课程思
政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认识往往不足，首先要让教师认识到课程
思政与专业课教育的密切关系，课程思政的进行不仅不会影响
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教学，反而会极大的促进教学工作。

首先，开展课程思政工作，能帮助教师从逻辑上系统的归
纳和总结课程的教学内容，从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理解和把握
教学内容；其次，对于学生来讲，开展课程思政工作，可以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化学生爱国、奋斗的家
国情怀，增加学习的动力和信念；再次，开展课程思政工作，
给学生传授的就不再是单一的知识，还有方法论和系统、严密
的逻辑思维，从而在学生掌握知识的基础上，也培养和提高了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开展思政工作，必须有
完善的措施去落实这项工作。第一，针对目前很多教师思政工
作，经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展多层级全方位的教育培训工
作，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政工作水平；在教学的过程中更主动地
加入思政元素，更好地完成育人工作 [2]。第二，从制度上建立
考核方法和奖罚措施，进一步提升教师及学生对思政工作的重
视程度 [3,4]，不断推进教学思政工作。对于课程思政工作开展好
的教师，在年度考核、聘期考核以及职称晋升中给予倾斜，提
高教师的积极性。第三，积极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在教师中
掀起人人争创课程思政教学先进的高潮。

作为教师来讲，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做好课程
思政工作，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用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 [5]。

第二，积极主动地了解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掌握他们的思
想动态、知识积累和学习兴趣等，在课程思政教学中能做到因
材施教。第三，做好课程思政教材的二次开发，探讨和改进教
学方法。要做好课程思政教学工作，开发合适的教材，并形成
有效的教学方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教师在教学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整理和提高教材以及教学方法；同时也要注意和其
它教师多交流经验，向相关专家、学者请教和学习。第四，教
学同相长。在教学工作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教学评价
导向，积极反思和总结课程思政教学工作中的不足，包括教学
的教材和内容、教学的方法以及自身的教学水平等，从而能够
不断完善课程思政教学工作。

3、课程思政教学——以微处理器的发展及结构为例

3.1  讲述 - 微处理器发展
3.1.1  微处理器的发展概况
第一代微处理器始于 1971 年，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

经从 Intel 4004 发展到如今酷睿系列产品时代。第一代微处理
器 Intel 4004 是一种采用 16 针直插式封装的 4 位微处理器。
而最新一代的酷睿系列微处理器采用多核技术、32nm 制造工
艺，主频可达 3.2Ghz；近 50 年的发展，微处理器的制造工艺、
性能指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场近代电子技术大革命
中，主要技术指标都是由美国在不断刷新，虽然我们国家也取
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处理器发展一直都处于跟跑状态。

3.1.2  程思政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发生在芯片类高科技行业，

美国想通过自己独有的先进技术卡住我们发展的脖子，而我国
许多高科技公司在核心原件上进口依赖度过高，也使自身处于
危险之中，以中兴通讯为例，国产芯片自给率不足使得中兴通
讯的设备生产依赖于对美国芯片的进口，而芯片是现代电子设
备的核心部件，一旦缺失芯片，那整体设备就无从谈起了。

从世界芯片的发展历程看，芯片的发展经历了近 50 年的
时间，取得今日的成绩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国在这方面发展起
步较晚，实现追赶超越也不可能在朝夕间完成，还是要靠我们
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从教学的角度上讲，对于教授的内容，教师应该自觉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系统的分析和归纳课程知识，抓住问题的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展教学工作。其次，还要通过
芯片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目前的现状，激发学生爱国、奋斗
的家国情怀，树立科技报国的伟大志向，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
将来走上社会，才能用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为实现中国梦添砖
加瓦。还有就是通过课程思政教学，不但教会同学知识，通过
课程思政，在这个过程中教会给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
就是要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芯片行业的发展引
导学生明白量变与质变的必然关系，学习的过程，就是在自己
身上实现科学文化知识量的积累，只有足够的量的积累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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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新。
3.2  讲述 - 微处理器的功能结构
3.2.1  微处理器的功能结构
当代微处理器的架构是以 8086CPU 为雏形建立的，所以

以 8086CPU 为例，讲解 CPU 的基本功能结构。8086CPU 总
线接口单元 (BIU) 和执行单元（EU）两大部分组成。BIU 负
责对外部总线的操作，EU 进行指令的解释和执行，同时管理
有关的寄存器，两部分协同工作。

3.2.2  课程思政
通过对 8086CPU 基本功能结构的讲解，引导学生运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培养学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限制 CPU 性能的主要因素：

（一）微处理器架构：由于英特尔架构的升级，使得处理器
在性能提升 40% 的基础上，功耗下降了 40%；说明处理器架
构是 CPU 设计中的核心问题，设计处理器首先要设计出高效、
合理的架构。体现在同学们的学习中，是同学首先要有正确的
学习方法，积极的学习态度，这才是学好各门课程的基础。

（二）处理器的主频：在处理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主
频越高性能越好；这说明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要下苦
功夫，方法再好，效率再高，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学习与训练，
只有切实的提高学习的“主频”才是取得好成绩的坚实保证。

（三）缓存容量大小：缓存越大，数据访问命中率越高，计
算效率越高。这说明一切的积累都是量变的结果，同学在学习
的过程中要注重知识积累，也就是要扩充自己的“缓冲池”，
要注意学习方法的训练，但也不能忽视了对基础知识的积累。

综上，要改进 CPU 的性能，需要从影响 CPU 性能的主
要因素着手设计。当然，影响 CPU 性能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
核心数，生产工艺，前端总线等。要综合衡量各指标的配置，
使 CPU 综合性能达到最优。在教授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
要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在使用科学的学习方法的同时，
更要勤学苦练，重视基本功的练习，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好的
学习效果。

4、总结

微机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是多方面的，在教学中，要结合课
程实际内容，引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教学，对学生不仅进行科
学知识方面的讲授，更要有精神上的引领，丰富专业课程内容，
培养学生爱国奋斗的家国情怀，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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