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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教学模式探索

薛  刚  俞群利  袁婷婷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306

【摘  要】良好的教学模式可以更好的引导学生进行课程学习，每一门课程有自己独自教学模式，基本采用在一定教学思想

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本文主要分析将思政教育融入到高职计算机基础

课程中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并整理出相对应的教学措施，明确相关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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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ng computer basic cours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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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teaching model can better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the course. Each course has its own teaching model, which 

basically adopts the more stable teaching activity structure framework and activity procedure establish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ertain teaching ideas or teaching theor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mode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rts out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easures, and defines the relevant curriculum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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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加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新要求，习总书记也曾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要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高职院

校都在不断对每个学科的课程思政进行探索与研究。

计算机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的通识课程，是每一届

新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计算机基

础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把思政教育放在各个学科中心环节，对学校人才质量培

养和提升学生的素质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就

业岗位对信息化技术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同时在

计算机基础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能够更好的提升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怀，能够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可以更好的

为现代化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1  目前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模式分析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课堂的兴起丰富

了目前的各个学科的教学模式，同时对于计算机基础课

程也有较大的影响。这种新兴的信息化技术应用在教学

中，较传统的教学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变化，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教学质量。基于信息化的教学模式，注重的是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覆盖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合理

安排每一块教学内容。在与学生交互的互动性更加便捷，

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计算机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中开设的一门计算机技

术入门的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开始面向的对象是每一届

的所有新生。课程的主旨意在加强培养学生的信息化技

术能力，有助于学生在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上能够更快的

适应企业岗位对员工信息化技术的要求，例如办公软件

的应用，网络安全技术和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等。

2  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中国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课程体系》蓝皮书

中指示说明中要求，高职院校中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是为

了能够更好的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使学生能够学

习对应信息化技术，便于更好的为专业服务。同时结合

以上针对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分析，计算基础课

程作为培养学生信息化技术能力的同时，秉承着“立德

树人”的教育为宗旨，让学生在学习技术的同时培养其

良好的职业道德与工匠精神。所以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

融入思政教育能够更好的引领各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进

行课程教学，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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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中的思政教育不仅仅是要去考虑“教什

么”的问题，其主要关键问题是思政教育“如何教”的

问题。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灵活的、普及的教学方式

能够更好的使思政教育深入学生内心深处。所以主要考

虑的如何将思政教育在高职教育教学中更好的匹配和便

于实行，即在各个学科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可以再潜移

默化的状态下进行思政教育，使思政教育原理生硬灌输

式培养。

在这种情况下，一门具有广泛性的普及，理论+实

践为一体的信息化技术课程又具有更多的优势。计算机

基础课程是面向所有大一新生开设的课程。面向的群体

首先具有全面的普及性，同时，大一新生从高中升入大

学，从学习和生活的自主性的过度较大，处于个人树立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尤为关键的时期。所以在大一

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非常有必要，同时计算基础课程作

为大一全面普及的课程尤为重要。

3  多措并举，有效融如课程思政教育

3.1将课程思政教育融入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模式中

对于计算机基础课程来说，是一门实践操作性很强的

课程，需要充分考虑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从实际

出发。整个教学模式的教学指导思想是项目引导式教学，

教师课堂讲授为辅，学生自主实践为主的教学设计理念。

旨在能够最大化的去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自学能力

和独立思考新能力。详细的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课前开放式引导：根据每节课需讲授的内容，通过

学习通等信息化教学平台提前发布知识思考与预习内容。

一般情况根据需讲授的内容结合思政相关内容进行范例，

例如网络安全知识讲授，可通过目前我国5G发展与国内

外发展趋势作为案例介绍，提出课程讲授知识点问题。

使学生提前预习内容，网络搜索内容等。

课中辅助式教学：结合课前引导问题询问学生对案

例的认识和对问题的理解，充分倾听学生对问题的解答。

归纳汇总学生的初步理解和解答，结合课程知识点进行

讲解，同时提出进阶的问题和思考。理论部分主要是让

学生理解知识内容，实践部分主要是让学生能够充分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信息化问题。

课后多元化辅导：思政教育融入计算机课程不能是

单一和片面的，所以不能仅局限在课堂中进行。因为目

前网络信息化发展越来越迅速，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时时

刻刻都离开不了网络，所以特别加强学生宪法法治教育。

同时注重网络安全法的教育，使学生牢固树立法治观念，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

图1：教学模式概念图

3.2合理规划，将思政教育潜移默化的融入教学模块中

目前的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一般情况分6到7个章节

的学习内容，对于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合

理规划，充分研究计算机基础课程中涵盖的所有知识点，

然后精心挖掘符合课程教学，或者同教学内容相关的思政

元素，潜移默化的融入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并非灌输式培

养，更不能生搬硬套，破坏了课程本身的教学，要注重课

程的连贯性，更要注重思政教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一般

情况下，计算机理论基础课程可以分为两大环节的教学，

第一个环节就是理论知识教学，第二个环节就是办公软

件操作教学。在理论知识教学环节中主要包含计算机基

础理论知识、Windows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与计算机

安全防护；在办公软件操作教学环节中主要包含office中

的电子文档、电子表格、演示文稿和邮件发布与网页操

作等相关内容。结合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课程特性，科学

有效的在课程教学环节中融入课程教育，不断提高课程

思政内涵融入课堂教学的水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升学习效果。在理论教学方面，从案例引入教学，在介

绍计算机发展史过程中，很多同学都会疑问我国计算机

和国外计算机实际的区别哪里？对我国的超级计算机和

相关信息化技术的了解更少。所以在此部分的内容可以

以实际的案例开始，介绍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从最初的屈辱阶段到现在多年霸榜的发展历程。同时以

“创新中国，发展科技，布局未来”相关的实例辅助课

程讲解，让学生学习必要的课程知识的同时，深刻体会

国家的科技发展的艰辛与辉煌。在讲解计算机网络部分

内容时，以我国5G发展与部署的案例为引导，介绍网络

知识，讲解网络特性等。同时以“北斗”和GPS对比分

析进行讲解介绍，让同学们对网络有个充分认识和理解。

在办公软件操作教学方面，这方不仅仅是培养学生

信息化技术能力，更多培养学生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

德，增强职业责任感，把工做好做细做精。课程教学过

程中，思政元素主要融入到每个模块练习中，让学生在

实训过程中理解和认识。详细的融入方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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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授课课程 教学过程 基本教学活动 思政教育融入方案

1
计算机基础

知识

导入
课程介绍，讲解计算机的发展史，明确计

算机原理。 案例 1：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介绍（从屈辱

多年到多年霸榜）

案例2：创新中国，发展科技，布局未来
自主探索

展示计算机的组成（硬件系统、软件系

统）和进制的简单互相转换。
解析总结 归纳知识点，介绍学习平台使用。

2
Windows 操作

系统

导入 列举一些特殊标点符号由学生快速输入
案例 1：是什么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

案例 2：鸿蒙系统的介绍
自主探索

用相关知识点总结出一个项目训练，要求

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相关操作。
解析总结 归纳知识点，对易错点进行解析

3
word 电子文

档制作

导入 通过一首诗文件的创建、录入、排版开始。 案例 1：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为引导介

绍基本操作

案例 2：《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海报制作介

绍基本排版

案例 3：《北京奥运会奖牌榜》介绍文档表格

制作与排版

自主探索

通过项目实例展现，融合多个知识点的项

目实训，介绍功能区的功能，让学生对照

项目实例，完成项目。

解析总结
归纳知识点，对易错点进行解析，同时进

行项目化考核。

4
Excel 电子表

格制作

导入 通过输入个人信息来了解 EXCE 的功能。

案例 1：《中国高铁里程》介绍表格制作

案例 2：《学生成绩登记表》介绍相关函数

应用

自主探索

对表格的单元格设置、表格样式、函数计

算、图表创建、数据库操作进行系统化，

项目化讲解介绍，形成针对性项目实训进

行实训。

解析总结
归纳知识点，对易错点进行解析，同时进

行项目化考核。

5
PPT 演示文稿

制作

导入 用一个精美的 PPT 文件进行课程介绍
案例 1：《中国梦》演示文稿制作介绍 PPT 的

基本操作

案例 2：《工匠精神》演示文稿制作介绍 PPT

动画与切换等设置

自主探索

通过对演示文稿的创建、主题设置、动画

设置、切换方式这是和放映方式进行项目

化讲解，加深对各知识点的认识。

解析总结
归纳知识点，对易错点进行解析，同时进

行项目化考核。

6
计算机网络

基础知识

导入 介绍计算机网络知识
案例 1：中国科技发展迅速，“北斗”和 GPS

对比分析

案例 2：美国打压华为问题分析（5G 技术）

案例 3：无人机技术

自主探索

通过介绍不同的网络结构、网络的基础知

识和硬件、软件来了解网络；

同时针对网页浏览运用、邮件的发布和接

受进行实例演示，增强网络应用能力。
解析总结 总结网络相关知识点，并进行测试。

7
计算机安全

防护

导入 介绍病毒造成的危害

案例 1：意识形态（网络言行）

案例 2：网络安全法介绍

案例 3：反诈 App 介绍

自主探索 介绍计算机安全防护工作和病毒防护

解析总结

总结相关知识点，并进行测试。同时考试

要求和考核点进行解析，使学生熟悉考试

环境、时间、分值划分和软件使用的鞥相

关问题。 

3.3制订授课计划，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工作要全面化

每门课程的授课计划是课程自身的设置与编排的总

体规划，是根据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授课依

据，也是学校进行教学检查、评价课程教学质量的考核

依据。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工作计划要明确每个模

块的教学重点、难点。合理规划每个模块的计划学士、

课次，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合在每个模块中，并明确课时

占比等等。

同时注重根据学生实际因材施教，丰富授课教学资

源，提炼课程实训素材资料，实现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与思政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所以在制订课程教学授课计划的时候需要注重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养，深入思考思政元素可以与课程哪些内容进

行有机融合。可以培养学生的哪方面素养，学生从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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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进一步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和职业素养，通过课程

内容的延伸是否可以提升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

实现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

3.4问卷调研，全方位了解学习效果

每学期课程结束后，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进行调研，

采集学生对一学期的学习情况，了解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后的教学设计进行的教学效果情况。问卷调研采用班级

为单位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综合考虑也以班级整体

数据为基数进行数据分析汇总，同时抓取班级中突出问

题进行单独问题分析，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可以更加全面

得来了解教学效果和成果，为后续课程授课提供改革依

据，也能动态的了解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对学生的

影响情况，为大学人才培养建立基础。

4  总结

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就要仅仅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

到的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的进行课

程教学。但是对于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教育不能一

蹴而就，更不能灌输式教育，应该做到慢慢的实践积累

固化模式，潜移默化的让学生接收、学习和理解。最后

再结合问卷调研分析报告和课程考核的教学反馈，实现

课程教学的循环教学体系，让思政教育能够在闭环的教

学环境中不断完善与提升。

在目前时代教育的背景之下，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

思政教育的工作需要所有计算机基础教师共同坚持下去，

不断的去完善教学设计，不断的去丰富融入思政元素的

课程实训案例，不断的去优化教学环节，不断的去改善

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把学生培养成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自信的信息化技术人才为己任，为新时代的人培

养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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