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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通信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如何引导学生思考和思辨的过程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对

八个维度的逐步分析，深入地从教学的各项环节中对于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的过程加以分析展示。并提出

教师有担当、学生自强不息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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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课程思政如何实施 

通信技术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是从学科本身专业特

色和现状出发，深入结合实际，科学合理地拓展课程深度、

广度和温度。从本专业课程所涉及的技术知识点为核心，

结合现代科技发展史、国家艰苦奋斗历程、通信行业拼搏

奋进等角度，直观且深入地引导学生感受到自己所学的科

学技术，都是通过国人自强不息奋斗的基础上，一步一步

发展出来的。通过对核心知识点的多方位解析，增加课程

的厚度和凝聚力。引领学生辩证思考地从全新的角度看待

通信行业技术的发展历程，真正从课堂教学中深化融入思

政教育。 

2  教学过程中的思政元素如何融入 

本文将以下八个方面分析如何在通信专业技术课程

的教学过程中引导思政元素融入的方法和过程。 
第一，在通信技术专业课程教材内容的涵盖中，不论

是专业基础课，还是专业核心课程，第一章均会分析和介

绍对应行业的发展简史，无一例外，都会从技术演进的角

度介绍行业技术的发展历程。其中展现出来的核心技术，

大量均为西方科学技术的近代发展进程，而在这个过程

中，很少会有同期中华大地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技术落后的

对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都是在被动地接受各

项行业历史的简要介绍，没有人会问，这时候的中国又在

做什么呢？为什么技术都是西方科学家研发出来的？推

动技术发展的都是西方世界吗？本人身为专业技术教师，

每次在这种时候，即使没有学生提问，也会主动去引导学

生思考对比。想想当时的年代，中国是什么阶段，我们的

长辈们又是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下成长。时代在发展，过去

的中国是落后的，是经历了挨打的，被剥削的百年历程，

当下，完全可以回头，正视这段屈辱的历史进程。没有压

迫，哪来的反抗。更何况，即使是当下，竞争也是摆在明

面上的。通过正面解读通信行业发展历史，唤醒学生的真

实视野，从当下回看自己父母那个年代的经历和历程。国

家是经历了一段何等艰难的岁月，才有现在的自信自立自

强的因果关系。通过直观的对比就会有切身的体会和感

受。 
第二，在面向工作过程的教材开发过程中，会通过具

体项目进行引导式教学环节设置，每一个案例的选择必然

是典型的工作场景所带来的。在这些具体而详细的工作环

节中，如何进行思政教学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从何处

入手，觉得技术就是技术，把该讲的讲好就是自己应尽的

义务和责任，其实不仅如此，技术的学习最终落脚点在于

人，需要人去操作，因此可以从人的道德品质方向着手，

培养学生对技术的敬畏之心。技术是冰冷的，人是有温度

的，每每在网络上看到编程人员给后继人员的操作提醒和

技术引导之时，你能说技术是没有温度的么？培养专业的

技能素养，仔细而细致的工作态度，哪怕是第一步的安全

意识培训，都可以从全新的现实案例出发，仔细分析工作

环节粗心大意带来的安全隐患，指出负责任地对待工作岗

位，大意的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

技术演进过程中每个环节的由来和必要性。从实际的应用

场景中去启发学生思考作为一名工作者，应该注意到那些

技术核心要素的细微之处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技能素养的

自然提升。 
第三，在通信专业课程理论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核心

知识点，都会简要介绍相关的发明者、核心设备生产厂商、

相对应的行业委员会以及主导研发的相关机构。技术因何

而来，首先应用于那个方面，如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相

信同行的专业教师们，在介绍的时候，都无法回避，通信

技术很多时候，都因战争而来，应用于军事领域，再逐步

转化为民用。自始至终，通信行业的技术演进都存在不断

的竞争之中。通信行业的 5G 标准制订，核心设备的厂商

国别，核心技术研发主导的方向，与之相关的技术竞争结

果，同时段的我国设备也好，厂商也好，行业标准的制订

参与情况也好，难道不值得我们再进一步，让学生知晓更

多的讯息吗？所以，即使在理论教学中，关键不仅要将理

论的要点明晰，更要将理论的落地应用于何处，经历多少

奋斗的细节一一展现，再深入一点点，将其背后的故事展

现给学生，引导学生愿意主动去了解相关的竞争根源之处

在哪。 
第四，专业课程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性环节。

从当下的设备硬件厂商品牌出发，核心芯片的国产化情况

如何，是哪些人，经历了多少时间实现的，为什么我们现

在的设备都是国产的，现在使用的每一项的通信设备经历

了多少曲折才得以落地使用。什么时候因为那哪些原因被

卡过脖子，我们当下的现状如何，面对的竞争者有多少，

都是谁，实力如何。再多的当下不必深究，先将这几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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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简单直白地说明清楚。每一个硬件设备的背后都有着不

一样的热血故事支持。带着温度的进入设备操作间会不会

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呢？每一项硬件设备，都是大量理论

技术应用的融合实践体现，每一台设备的生产从来都不是

凭空独立完成的，背后必然凝聚着大量的人力和心血，才

能在此时此刻展现在同学们面前供人学习。技术需要人的

支撑，有着温度的钢铁设备，才会有同学用心去学，用心

去做。 
第五，基础软件与国外相比，差距巨大，从各种设备

操作系统，到专业应用的工程软件。我国工信部的重点工

作之一，就是集中国家力量解决关键软件卡脖子问题。通

信技术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很多时候都需要应用各种模拟

仿真和画图软件。相较于五年前，当下很多实验器材销售

商会推广自研硬件设备的模拟器，像 VR 仿真模拟环境、

仿真试验箱等，但我们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底层的基础

软件构建，还是出自于西方的技术框架之中，拿来应用，

我们学习很快，操作系统上手也很迅速。但即使是现在，

我国的部分大学校园中，也会因为受到西方的限制而不允

许使用相关软件，还是被直观地卡了脖子。也许有的同学

在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换个角度去思考，学业完

成之后都是需要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现在学习的应用软

件万一哪一天在你参加工作的时候禁止使用了，到时还有

没有别的出路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更何况，技术的

竞争都已经限制到门前了，还有何处可退。 
第六，通信行业真正面对恶意竞争的，当属企业在被

制裁的第一线。自我国 5G 领域技术领先以来，面对的打

压就是实实在在的，被制裁的企业中，华为、中兴、移动、

电信等企业全部都在名单之类，而这些企业正是同学们毕

业所要面对的现状。每年这些企业都会来学校招新，同学

们的很多学长学姐们都在企业中工作。专业课程的教学环

节中，同样也能邀请到企业的技术专员通过线上和线下的

渠道，实实在在给学生们做一节深入的市场竞争的分析教

学，从市场出发，从实际环境中着手，通过实战的角度，

清晰的告诉学生们：当他们走出校门，进入企业后即将要

面对的现状是什么，当下主导的 5G 竞争又是为何。现状

的企业压力是何等的巨大，而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每年的

招新工作，这些就在我们的身边，抬头就可以清晰可见。

请学生平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行业未来在何

方？放弃竞争，躺平了就有用吗？作为 00 后的大学生，

又将给当下行业带来怎样的未来呢？不仅组织企业的专

家深入课堂分享，也要组织往届的毕业生回到校园进行交

流。例如，从实际应用场景出发，我们为什么要学通信专

业英语，只是因为用的到，这是每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带

给学弟学妹们最直接的答复。为什么有用呢？因为很多操

作设备都是进口，很多软件也是英文。我们生产出来的设

备，也将走出国门，推向世界，世界之门是开放的，我们

能通过学好专业，走的更远。 
第七，职业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培养出来很多优秀的大赛选手和技能行家，通过竞赛促进

教育教学的发展。不仅是相关的行业技能竞赛，还有各种

创新创业的比赛引领，在校生能通过参加各种竞赛，提高

视野的高度和广度，从更大的视角看到同龄人的共同奋斗

进程。以赛交友，以赛促学，以赛升华。在整个过程中，

不论是校赛、市赛、省赛还是国赛。在做竞赛宣传的时候，

都可以实事求是地给予同学们更多学习的必要性推动。实

实在在地给学生以希望和方向，引导同学们清晰的知道如

何前行。 
第八，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通信行业的资格证书多被

各种国际认证所垄断。想要从事相关的设备操作，均需要

高额的费用进行专项学习和考证核验。现在，经过多年的

技术演进，5G 新的标准中都有华为、中兴、新华、大唐

和烽火等多种企业认证。当下推行的“1+X”证书制度不

仅是规范了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制度，规范行业从业资格

的认证需求，对于证书的评判标准也必将加入职业道德的

考核，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标准，将整个职业教育的结构

和体系统一到新的高度。 
以上是从教学的各项环节对于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

的过程。通信行业是基础性的应用型学科，是社会的必要

组成部分，从事通信行业的工作，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是

必然的。面对实际工作中的各种内外竞争，唯有自强不息

才是正途。面对困难，从自身出发，付出时间、精力和汗

水，勇于拼搏，才能拥有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3  教师如何自我革新 

课程思政，核心在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教师不仅

是组织者，也是引路人。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从自身出发，实事求是地通过实际行动去感染学生，不是

说教，不是讲解，而是感同身受，拥有通信人的自觉。行

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

于思政的环节需要从自身出发，将其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整

个教学的环节中，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课程思政，从我做起。只有自信自立自强，才能推己及人，

给予学生以榜样。如此，才是不枉为人师。唯有教师有担

当，自有学生愿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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