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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国是激发创新与奋斗的精神源泉，将微波技术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有效

手段。文章通过引用国内微波技术发展中的事迹，将大学生射频微波系统课程与传统红色思想进行结合。

通过引入微波事业发展史以及国内伟人奋斗史，将无线微波技术与历史相结合，与发展趋势相结合，与思

政教育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微波技术课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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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培养具有爱国

主义精神及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大学生是大学生培养工作

的关键。射频/微波技术是电磁波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移

动通信、雷达和卫星通信等应用的重要基础，其教育深刻

影响今后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乃至影响我国未来无线通信

事业。近年来，中国大学生普遍缺乏思政教育，缺少爱国

敬业热情。因此，深度挖掘并充分利用课堂这一教育前沿

阵地来探索和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是及其必要的。为此，本

文将以我国无线通信事业的发展为基础，结合微波事业中

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对大学生微波课程思政教育改革

进行分析。 

1  无线通信发展史 

要想将微波技术与思政教育相结合，首先要明确微波

的含义以及微波的发展历史。微波通常是指频率范围在

300MHz～300GHz 内的电磁波，是无线电波中一个有限

频带的简称，即波长在 0.1 毫米～1 米之间的电磁波。微

波包括分米波、厘米波、毫米波与亚毫米波。以上关于微

波的波长或频率范围，是一种传统上的约定。从现代微波

技术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短于 1 毫米的电磁波（即亚毫

米波）也属于微波范围。 
微波的发展史要从 19 世纪末的德国开始说起，物理

学家赫兹在实验室发现并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这证明了

雷达的最基本原理。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各个实验室对电

磁波的研究迅速展开。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如缺

少大功率信号发生器及精准的信号接收器，直到 20 世纪

初，微波在研究员的脑中还只是个“短波”的概念。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的需要，微波技术得到迅速发

展。1933 年，美国海军实验室展示了发射 3MHz 的无线

电波的雷达，能够在 50 英里的范围内检测到飞机的存在。

1934 年，英国物理学家和雷达技术专家沃森-瓦特建立了

实验雷达站，1938 年组建了英国东海岸的防空雷达网，

由 25MHz 的雷达构建而成。因战争需要，微波的研究焦

点主要集中在雷达方面。雷达通过发射无线信号，信号对

一定范围内的物体进行反射，反射信号传输回雷达信号接

收装置，从而对一定范围内的目标进行检测。微波正式成

为一门技术科学，是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雷达的发展，

由此带动了微波元件和器件、高功率微波管、微波电路和

微波测量等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普遍被认为是微波技术发展的

黄金时期，其背后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军方对雷达的需

求。雷达的最初灵感来源于蝙蝠的超声波定位。通过发射

无线电波，对目标进行探测以及空间定位。战争是发展无

线通信事业的良好载体，雷达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一战

时期。当时空中飞行物已投入军用，飞行物多用金属外壳，

两国交战，需要检测空中金属飞行物，提前做好预判，雷

达技术应运而生。 
由于二战期间战争的需要，需要对敌方目标进行定

位，因此各国军方投入了大量精力对雷达定位系统进行研

究，这就使得雷达事业蓬勃发展。1886 年，赫兹就已经

发现电磁波会被固体反射回来，这实际就是雷达最基本的

原理。到了 1903 年，德国的 Hulsmeyer 将其发明的用于

航海的系统申请了专利，该系统利用无线电波的反射来检

测障碍物的存在，并为船只进行导航。1922 年马可尼在

美国电气及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可防止船

只相撞的平面角雷达。此后，马可尼公司成为研究雷达检

测的主动力。1933 年，美国海军实验室展示了发射 3MHz
的无线电波的雷达，能够在 50 英里的范围内检测到飞机

的存在。可以说，英国在二战中能取得胜利，有很大一部

分原因要归功于雷达定位系统。 
二战后的十几年里，各个国家开始重视微波技术，并

且在这些国家中微波技术广泛传播，生生不息。此时的微

波技术逐渐迎来转型趋势，由之前的只能用于军事转向了

跟百姓有关的民生领域，使平常人也能接触并了解到微

波。除军工的用处以外，在加热、医疗、烹饪等领域也应

用广泛，此时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其加热的功能上。 
我国的无线通信发展史是从抗战时期开始的。在抗战

时期，通过马背上的“半个电台”，情报得以传出去，通

信学校建立，无线电事业得到发展。从建国初期开始到五

十年代初，我国无线通信事业主要发展及应用在舰船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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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目上，主要频率范围为短波频及电子管技术，民用无

线电基本不存在，50 年代末期才出现在汽车中加载的无

线电通信电话系统。50 年代至 60 年代，我国无线电通信

向民用公用电话进行过渡，初步提出了专网的概念。到

80 年代，我国公网覆盖薄弱，公安、铁路、军队及油田

建立了相应的无线通信专网，而民用的公网几乎不存在。

直至 90 年代初期，铁路专网成立中国铁通，全国公网逐

步建立，并将之前的公安、油田等专网纳入当地的公网运

营商。自 90 年代以来，我国公网建设进一步发展，数字

集群通信建设进一步展开，积极建设全国性公安数字应急

指挥专网。现如今，我国通信事业正蒸蒸日上，从 3G 到

4G 再到 5G，甚至提出前沿性的 6G，无一不代表着我国

无线通信事业的完备发展。 

2  射频微波电路的发展史和老一辈专家的奋斗史 

射频微波电路与系统一直是无线电和电子技术行业

者大量接触的电子线路。“微波电路”即“波导电路”这

一理论来源，最早兴起于 19 世纪 30 年代初的贝尔实验室

Southworth 等人的工作，实验室验证了波导对于微波频率

的传输，是一种很好的结构，并因此提出了谐振腔与喇叭

天线。二战后微波电路系统蓬勃发展，由于微波测量原理

要求测量从发射机到接收机的距离及功率，因此对发射机

和接收机要求较高。 
然而，由于当年微波技术水平落后，射频电路系统发

展仍需一段时间。在我国微波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少不了

老一辈人的辛苦付出。将老一辈微波专家的奋斗史引入微

波课堂，可以将爱国思想与无线电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学

生爱国热情。 
其实我国的无线电事业，最早起源于清朝末期的顾

型。清末西学东进，领风气之先的无锡，众多和顾型有一

样知识背景的年轻人，纷纷远渡重洋求学。和众多同龄人

纷纷求学于东瀛不同，顾型选择的是留学英国，而且是专

攻理化。作为一个晚清秀才，这是艰难的一条求学之路，

但同时也展现了当年那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力求科

技救国的抱负。顾型对自制无线电仪器很有兴趣，1914
年，他通过在上海、龙门以及无锡各个书局与图书馆顶楼

设置自制的无线电仪器，实现了各个城市间的无线电通

讯。顾型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无线电通

讯创造者。在此之前，清代疆域上只有人力运输邮政方式，

无线电报只存在于海军舰艇和极少的洋商间，顾型的无线

电通信创造，无疑为民用无线电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是近

代中国无线电报行业的先行者。 
李白烈士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秋收

起义，1934 年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三年后，因对无线

电波有稍许了解，李白被调往上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

在地下秘密电台组织，将一封封情报通过无线电从上海传

往延安，保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党中央的无线电联

络。1948 年，李白不幸被捕入狱，1949 年 5 月 7 日被国

民党特务杀害，年仅 39 岁。在我国微波及射频器件的发

展史中，少不了这些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事迹。当时的上

海，同时存在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社会环境复杂，险象

丛生，但李白没有任何怨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上海的地

下党组织中，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

桥梁”。 
林为干是我国著名的微波理论专家，被公认为我国微

波学的奠基人之一。林为干在新中国成立前前往美国进行

博士学位的研读，攻读理工无线类学科。当他在美国完成

学业之时，国内微波事业刚刚起步，硬件设备与人才都很

欠缺。林为干一心想要回国建造一方天地，当时他的导师

温纳里很舍不得这位有用之才，想让其留校任教，毕竟美

国的实验设备领先太多，但林为干婉言谢绝，毅然决然地

踏上了回国之旅。回国之时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别说研究

设备，连了解微波技术相关知识的人都很少，急需培养微

波技术人才。但就是培养人才所需要的相关书籍，我们也

没有现成的。当时高校主要使用前苏联教材进行授课，因

为语言的隔阂，同学们对知识都一知半解。为了使学生们

能够用上中文教科书，林为干苦学俄语，组织并翻译了一

批无线微波领域书籍，为微波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成

就。 
林为干为我国电磁波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

中外同行尊敬的称呼为“中国微波之父”。从教六十余年，

他孜孜不倦，敦敦教诲，为我国电子学相关领域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2015 年，林老逝世，享年 96 岁，

得知林老离世的消息后，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以自己的方

式对其加以纪念。 
从 20 世纪末至今，中国经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7%。数据显示，自 2010
年 8 月以来，中国的 GDP 水平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是，政府对

科技研发的投资也持续稳步增长。同样，与微波技术与应

用领域相关的微波类技术，也在蓬勃发展。近年来，在国

内外期刊、会议以及相关技术期刊上发表的科学论文和专

利申请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为了加强在一些具体的重点领域的研发，我国政府已

努力建立了一批与微波工程和应用领域有关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并对这些实验室给予了大量的资金预算与财政支

持。在国家、省级以及市级各政府机构稳定的财政支持下，

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了蓬勃发展，由此得到发展的不

仅有微波相关技术领域，也有微波测量领域。 
在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建立基础设施

和测量设备的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培养大量的青年人

才。通过吸引海内外能力良好的年轻工程师和成熟的资深

科学家以及专业专家人才到国内进行技术交流，培养一批

微波相关领域人才，此外，本地的培养也没停止。过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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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在来自海外吸引的人中，大多数是海外华人，有些

是西方专业人士。 
如今世界环境瞬息万变，种种机遇与挑战并存。前有

“瓦森纳协议”严重影响我国与其成员国之间开展的高技

术国际合作，后有“汉芯”事件，无一不挑战着我国的无

线通信事业，如何发展引人深思。 

3  射频器件的未来发展和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刚加入 WTO 时，中国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位

置，但充分利用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向全球市场提

供低价劳动力，通过人口红利以及资源禀赋换取市场份额

和经济利益，因此也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中美间是

合作关系，美国提供高精尖技术，中国实现代加工，在某

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供需平衡。但随着中国经济及其他实

力的增长，这种平衡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 2018
年开始，我国逐渐被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中兴事件

以及华为事件，让我们意识到高精尖事业的重要性。中国

人意识到世界环境之复杂，我国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近

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是经济行为和外贸竞争，也是中

美高科技的较量，而围堵中国的科研院校和高科技企业是

美国打压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手段。中美之间贸易冲突存

在着不断升级的可能性，且这种冲突也出现了一些以往中

国所未曾面对的新的形式。中美贸易冲突，从本质核心上

看，不只是两国经济利益冲突，而是两国的战略性利益冲

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之快速，从而危及其主

导地位的威胁。美国本次制裁，主要针对中国国营企业以

及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企业。中国企业在产业链底层上逐

步建立起来的涉及到美国核心利益产业主导权的技术能

力，才是美国真正担忧的。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为主的西方国家花费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在高科技技术

领域制定了许多国际和区域划分标准，通过将本国标准变

为国际标准，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绝对优势。而华为创造自

己的技术，实现了“5G”技术的标准设定，使美国在该

领域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在感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

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制裁实体名单，

并要求世界各国都不要使用华为设备。 
挑战也是机遇，正是有了种种制裁与垄断，我国的芯

片事业才能逐步发展起来，不靠别人，努力做出自己的产

业链。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要在茫茫的黑暗

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中国共产

党正是如此，中国自研芯片产业也是如此。没有伤痕累累，

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怕

这磨难，不失去信心，从缝隙中向阳而生，力求挖掘高新

技术产业中的创新，增加专业人员的水平，踏实做好本分

工作，在求真中实现创新，努力争取我们的一片天。 
有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政策在制

裁管制对象的同时，也给本国供应商带来了反向冲击。我

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

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需要塑造一种新型的理

性民族主义精神。对华为最好的支持，是对这场考验的本

质形成共识——不因情绪滑向科技民族主义的小池塘，而

因理性通往对中国科技企业未来发展的统一理解。毕竟合

作才能共赢，真正站得高的人是海纳百川、胸怀广阔的人，

而不是心里只有一堵墙的人。 

4  结语 

至今，微波技术已成为一门无论在理论和技术上都

相当成熟的学科，又是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学科。纵观无

线通信事业发展，可以看到，无线通信今后会融会贯通。

挑战也是机遇，不靠别人，努力做出自己的产业链。我

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

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将思政教育引入微波技术

课堂，使学生了解微波相关领域知识时，受到爱国教育。

从微波中看国家发展，在老一辈专家的行动中体味爱国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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