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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探索 
史占鹏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330041） 

摘要：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改革工作开展，能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结合来加强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本文针对课程思政理念
下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的教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专业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优化创新过程中引发更
多的思考，从而更好地在提升学生专业素质水平的基础上也能够对自身的行为意识和思想道德观念进行有效优化。推动计算机软件
技术专业领域的深化发展，而且能够为促进专业学生的核心素质培养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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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of curriculum can combine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bility. Under curriculum education idea,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hoping to help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form of more thinking,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to better on the basis of enhance the level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can also for own behavior 

consciousness and moral concept, effective optimization. It can promote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y and la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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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些年来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国家对于高校专

业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德育素质培养问题再一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
这样的教育趋势引导下，以思政教学理念为核心的改革工作开展问
题越来越引起了专业教师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计算机软件技术
专业作为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未来具有深远前景的相关教学培养方
向，专业教师应当有效结合课程思政的相关概念和教学引导思路，
不仅能够针对其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广泛应用在自身的专业课堂教学
环节和引导中，加强学生的跨学科知识素养积累，而且能够在另一
方面有效提升学生自身的思想道德观念，并为未来的学习和长远发
展打下深远基础。 

一、课程思政理念的概念和应用原则分析 
（一）课程思政理念的概念 
课程思政理念作为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的重要应

用途径，同时也对于优化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结构和应用
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应用和开发过程中，教师
主要通过涵盖整体高校的不同专业学生群体，因此能够对全体学生
进行思政课程内容的全覆盖。并且在另一方面能够针对全体的专业
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理论体系进行同向平行的共同结合与发展。
终不仅能够结合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建
设，而且能够为学生的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课程思政理
念的应用更好的挖掘了不同专业课程内的思政教育资源，不仅能够
对高校的学生教学管理工作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而且也能够与教
育部颁布的教学改革政策要求形成统一的发展趋势。[1]因此课程思政
的理念热潮逐步延伸到各个地区的高校教学引导工作当中，并且通
过不断拓展高校的试点单位和试点课程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教学引导
优势和作用。 

（二）课程思政理念的应用原则 
由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应用往往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系统性教学工

程，因此教师结合相关原则进行自身专业的建设与改革工作不仅需
要更高的教学引导水平，而且也需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应用原则，
构建科学高效的专业教学创新新体系。第一，专业教师应当确立同
向同行的应用原则，不仅能够针对自身教学课程中立德树人的教学
核心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而且能够与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向进行有效

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对高校学生综合素质以及思想品德的引导
作用。第二，教师应当努力提升自身的育人意识，并且在教学工作
的开展过程中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样能够更好地在专业教学
的各个环节和细节当中加强对思政元素的有效挖掘，而且能够在另
一方面针对自身的示范表率作用进行有效优化，更好的结合自身的
言行举止来加强对学生的正向积极影响。[2]这样有助于学生与教师建
立更加和谐包容的师生关系，并为后续的课程思政理念应用和专业
知识教学引导起到深远的铺垫作用。第三，教师应当针对课程思政
理念的应用方案进行系统性的设计与构建，不仅能够针对自身的专
业教材知识体系进行有效的拆分与结合，而且能够在自身的教案设
计和教学环节优化过程中加强沟通和交流，更好地为提升思政素养
教育质量起到促进意义。同时也应当注意加强思政治理论和建设的
相关文件结合，并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和内容优化来增强学
生的参与和互动积极性。 

二、课程思政理念下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现状分析 
（一）教学方法与课程思政元素结合程度仍需提升 
在传统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为了能够

更好地加强对专业学生基础素养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质量，教师往往
需要广泛结合多媒体课件和电子教案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来加强知识
内容的讲解效率。但是这样的实际情况也造成了课程思政的教学元
素的应用往往通过冰冷的多媒体设备屏幕和 PPT 课件进行呈现，大
部分内容也往往只能够对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照搬。不仅影响
了学生对于思政元素的深入理解，而且也缺乏与知识内容之间的交
流互动。 终不仅影响了学生对于课程思政元素的理解和应用效果，
久而久之还会造成学生对于思政元素产生抵触和抗拒心理，这显然
与教师预先设计的教学目标是背道而驰的。[3]除此之外，计算机软件
技术专业的教学方法仍然以教师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这样的实际情
况也造成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提升，因此
在进行思政元素的学习过程中容易受到教师思路的约束和影响，并
且学生容易形成被动接受知识的不良学习习惯。 终削弱了学生个
性化的发展和提升需求，思政元素的教学作用和积极影响也没有得
到良好的体现。 

（二）思政元素的应用比重仍需提升 

在计算机人间技术专业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引导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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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计算机的语法规则，因此整堂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往往以高级

语言自身的知识逻辑脉络为基础进行展开。因此教师不仅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针对语言结构和逻辑关系进行梳理，而且需要针对学生

的语言规范问题进行纠正和调整。[4]这些教学内容往往占据了课堂的

大量时间，不仅压缩了思政元素的应用时间比重，而且也削弱了教

师对于思政内容的延伸质量和深度。 终不仅造成思政元素在专业

课堂的应用过程只能够流于表面，而且学生也没有通过系统化的思

政元素实现自身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正向引导。 

三、课程思政理念下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策略 
（一）全面优化教学理念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中加强课程思

政理念的应用效果，专业教师首先需要针对自身的教学理念进行全

面优化，从而更好地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有效落实。第一，

教师应当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根本任务，因此在进行专业课程

的教学设计过程中应当注重自身在引导过程中对于学生产生的深远

影响。这其中不仅需要针对学生的正向积极行为进行鼓励，而且也

需要避免自身的负面情绪和行为影响到学生的思想意识塑造。[5]除此

之外，教师在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设计时，应当广泛应用其他

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作为延伸。例如公共基础课程中的相关教学内

容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实现德技并修的

全面发展。并且更加多元化的专业教学内容也能够为拓展课程思政

理念的应用和挖掘基础起到铺垫作用，从而更好地为完善教师自身

的教学大纲和教案设计渠道促进意义。第二，教师应当始终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引导理念，这不仅体现在对目前专业教学中影响

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优化调整，而

且能够对现有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制度进行全面优化。这样能够

更好地提升学生在课堂中的自由度和学习舒适度，从而更好地在自

由和谐的学习氛围当中针对专业知识内容的思政元素进行有效理解

和进一步拓展， 终实现自身综合素养能力的显著提升。除此之外，

教师也应当注重对专业课堂的教学风气进行有效的优化和建设。这

不仅体现在日常上课过程中，教师应当准时到岗并始终对学生保持

足够的耐心和鼓励，从而更好地正向积极影响学生的日常行为举止。

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加强教师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学习习惯，从而

更好地提升对学生专业内容的指导质量，也能够为塑造学生终身学

习的良好意识和习惯奠定基础。[6]另外，教师应当针对课堂的纪律进

行有效维持，通过应用思政元素的相关内容作为正向的引导和提示，

有效加强学生在课堂上的责任意识，同时也为能促进学生结合思政

元素优化自身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标准起到重要的实践作用。 

（二）全面优化教学方法 

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教室通过结合以下

几个方面的就学方法优化，能够更好地提升课程思政元素的应用质

量，并为学生激发自身的综合素质培养积极性起到深远影响。第一，

教师可以采用知识拓展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

相关理论作为拓展基础，从而更好地结合实验和知识背景等领域进

行全面的内容沟通。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通过结合知识内容与现

实应用的逻辑关系来加强学生的深入思考。这样的教学内容拓展能

够更好地为课程思政元素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内容基础，而且也能

够让思政元素的核心观念与知识内容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 终帮

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问题探究过程中针对自身的思想道德和关键意

识进行影响和提升。[7]例如在进行信息安全技术的教学内容中，教师

可以结合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这一知识内容作为延伸基础，不仅能

够有效拓展多元化的防御策略来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而且能够拓

展 2018 年我国对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攻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

统性的文件部署和技术安排。学生能够在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案例中

有效加强我国网络安全治理的认知，同时也能够通过相应的法律条

文强化了法律意识和社会的公德意识，并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树立

自身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念，并 终有效提升了自身的思政元素教学

应用质量。第二，教师也可以应用启发讨论的教学方法来针对专业

教学中的重难点知识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由于在这一教学引导

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的体现学生自身的思想观念意识和认知态度，

因此教师应当有效提升学生在这一教学环节当中的主体地位，从而

更好地为加强学生的了解程度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后续结合课

程思政的相关教学元素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在进行信息安全技术

教学内容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针对数字签名这一重难

点知识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学生不仅能够针对数字签名的不同

功效进行争论和交流，而且也能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加强对知识

内容的理解深度。[8]而教师更多的扮演旁观者的身份，针对学生在观

念和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指导和优化。并且通过适当的

引入课程思政教学元素，不仅能够更好的拓展知识点背后的相关发

展历史，而且也能够在引导学生明白数字签名的设计原理过程中体

会到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独特魅力，并且为激发自身的知识学习

热情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 

（三）全面优化教学管理制度 

专业教师首先应当针对可能教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全面的改进和

优化，不仅能够针对学生的教学参与积极性和问题解决能力进行有

效评估，而且也能够将课程思政元素的应用和学习情况纳入到评价

体系当中。这样有助于鼓励学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思政元素理解和

应用积极性，也能够为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目标起到有效的落

实作用。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充分落实导师管理制度，能够更加

拓展对学生课下学习和生活的教学引导作用。 终不仅能够对学生

的生活思想和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而

且能够在更多的途径中有效应用课程思政的教学元素，并为学生的

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计算机信息化人才培养领域

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核心要求指导下，高校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教师

应当转变自身的教学思路，不仅能够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全方位人

才培养战略号召，而且能够为有效解决思政专业教学引导的限制问

题，推动教学体系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深化。 终不仅能够有效结合

思政元素针对自身专业内容和形式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与优化，而且

能够在另一方面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教学课堂新模式，并为培养更

加全面优质的计算机专业技术人才做出重要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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