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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当今高校教学的一项紧迫并且很重要的工作。本文以《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这门课程为例，从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中寻找到一些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将团结合作、乐于助人、民族自信、职业道德等诸多元素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实现

了理论知识、实践技能的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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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education is an urgent and significant work in college teaching. Taking the course "switch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as an example, some points associated with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discovered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o as to build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ome elements such as the unity, the

cooperation, the helpfulness, the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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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会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习总书记在党的

十八大上说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后又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着高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习

总书记提出来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整个过程，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新辉煌。因

此，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是当今课程改革的趋势。

1 高职《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概况

《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是通信技术专业的一门实践性

技能课程。是在学习认知数据通信网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的

基础上，力求科学地反映数据通信网的新理论与新技术，培养

学生数据网组建与维护相关工作技能，加强对数据通信网实际

应用的探讨，促进职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本课程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承担通信工程中数据通

信网设备的基本使用和配置，完成通信工程中的数据通信网基

本的网络建造，基本的网络故障排除，路由交换设备的安装和

调试以及相关的施工、管理与运筹等方面相关工作的能力。为

了实现以上总目标，需要达成知识能力、职业素养以及德育思

政等三个方面的多个具体目标。

1.1知识目标

掌握数字与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理论；掌握数据通信系统

的构成；掌握各种通信协议规则；掌握各种交换机的配置方法；

掌握数据网组建的基本流程及方法；掌握数据通信网网络故障

检测、排除与维护方法。

1.2能力目标

能正确理解各种数据通信的概念；会使用中兴二层、三层

交换机进行简单的数据组网；能够利用数字与数据通信基本知

识解决网络故障；备维护小型网络的能力。

1.3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的优良品德；使学生养

成不断进取、勤于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工作中善于

与他人配合的团队合作精神。

2 《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及教学方

法设计

2.1设计思路

课程思政是指在通信技术相关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如何完美的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等融入到课堂里，从而可以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是现代通信技术专业的核心

课。本课题主要探讨在该课程中如何寻找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并对照工程认证专业标准中关于网络工程师能力的要求，让学

生能够在解决复杂网络问题时，认识到网络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其应承担的责任。要其养成不

断进取、勤于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以及工作中善于与他人配

合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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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教学方法

（1）提高教师育人意识，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工作素养。

要想将课程思政贯穿到课堂中，首先教师需要做到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教师的思想水平和职业素养需要达到一

定的高度。因此，教师需要以身作则，平时要多关心时事政治，

自觉学习党中央关于教育的各项会议文件精神，加强自身的课

程思政本领建设。

（2）优化教学过程，实行多样化教学。在信息化教学改

革的基础上，再一次细化教学环节。课前，运用导学材料和慕

课视频，实行课前自主学习，课中，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依

托优慕课或超星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全员参与、协作、

探究与分享，形成交互式教学氛围，提高教学效果。

（3）构建职业素养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融入到课程教

学的整个过程。对于学生的考核，可以依据理论知识、操作规

范、完成效率、结果验收、安全规范、积极参与、团队合作和

劳动纪律这几个方面来衡量，对于评价的内容和具体分值，教

师可以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进行调整。

（4）建设《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思政素材库。通过

自己建设、改造编辑以及引用等多种形式，老师们可以收集日

常生活中见到听到的故事、案例、新闻以及各种素材，提取出

其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分门别类，

然后整理作为整个专业的课程思政素材资源库，供各位教师学

习和使用。

3 《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环节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课前

1.职教云平台发布微课视频：

2.VLAN 其他学习资源；

3.发布讨论话题：结合自己所学所知，谈一谈 VLAN

在网络中的应用实例有哪些？

4.发布 VLAN 测试题。

1.观看微课视频；

2.学习相关资源；

3.参与话题讨论；

4.完成线上测试。

1.通过课前微课及相关资源学习，使学生提前获取本

节知识点；

2.创造学生自主学习条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听、看、做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敬业和专注精神。

课程

思政

案例

分析

1.机房使用的交换机和路由器设备生产商

都为中兴，提出“2018 年美国制裁中兴事

件”，中兴为什么会被制裁？解决方法是

什么？

2.中国的华为，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占到

企业年收入的 10%以上，这样的投入是非

常的大的，这也难怪华为能做到中国国产

手机第一，进入世界 500强。

世界上的许多大互联网公司都是很注重

核心技术的研发的，核心技术关系到企业

的生存，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只有掌握核

心技术才能在更新换代频繁的互联网行

业立于不败，才能走的更远。

讨论：

1.讲出自己所知道的网络设备生产

商；

2.这些设备生产商所生成的设备主要

应用在哪里？

3.我们使用的网络设备都有哪些品

牌？

4.美国为什么可以制裁中兴？

5.华为为什么每年会投入那么多钱到

研发这块？

1.有忧患意识，危机感，有压力才有动力；

2.我国已经全面掌握交换机、路由器技术和网络安全

设备整套设备的制造能力。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充分体

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优越性的体现，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体现，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体现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提出

问题
教师发布任务，创设学习情境。

明确教师提出的任务要求，思考解决

办法。
通过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方案

设计

1.巡回解答学生遇到的问题。

2.指导各组学生完成方案设计。

小组讨论，商讨方案，并进行数据规

划。
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实践

操作

1.教师按照课前预习情况，对学习能力较

强和稍弱学生搭配分组进行，分工合作；

1.学生分小组按照项目任务要求完成

硬件接线。

1.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网络稳定性影响国家经济稳定

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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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学生实验要认真

2．教师巡回指导，及时纠正学生的不规

范操作。

2.按照项目设计方案操作步骤进行

ZXR10 2960 交换机 VLAN 的配置，

主机之间 ping 通测试；

3.组内成员及组间使用智能终端相互

录制关键步骤，及时修改优化操作并

上传课程平台。

2.培养学生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3.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组间

互助

进入项目实践环节，组与组之间互相帮

助，互相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共同完成实

验

小组内，组间相互讨论，有问题求助

其他组别，共同协助完成实验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团

队协作、互帮互助的能力，引出雷锋精神。

查找

故障

个别故障学生无法排除，进而引出本节课

难点内容

经过思考，检查以及优先完成组学生

互相帮助后仍无法解决难点内容，向

老师提问，请求讲解。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教师帮助学生解决难点问题；

正视挫折，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凝练工匠精神、创

新精神；

问卷

调查
发放学生小组分工完成情况调查表

学生对小组内同学的分工任务完成情

况打分评价
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

点评

剖析

1.教师针对前期完成任务情况进行点评。

2.组织学生进行互评。

1.仔细聆听

2.组间互评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综合职业素养的养成；

总结

评价 教师对本节课进行总结，评选最佳小组。

各组对自己的本节课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总结。

课堂总结，便于教师改进教法，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方

法进行改进，学生改进学法。

课后 发布课后拓展任务
各组整理本组的讨论结果，形成详细

的分析结论，完成课后拓展任务
重点培养学生善于总结的好习惯

4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及育人反馈

4.1教学效果

（1）通过创设情境、任务驱动的方式将 VLAN技术及配

置方法贯穿于任务之中，较好完成教学目标要求。

（2）通过小组互评、小组互助、自主探究等方式较好地

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促进其自主学习，将独立自主、

雷锋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很好地融入到教学实践中。

（3）通过案例引入，分组做实验等不同活动，将课程思

政的内容自然融入到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学习中提高思想觉

悟。

（4）通过“美国制裁中兴事件”案例引入，华为研发经

费加大，加大学生忧患意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

自信。

（5）实验环节学生组内讨论，组间互助，优帮差、快帮

慢，带动了整个课堂学习气氛，弘扬了雷锋精神。

（6）实验之前反复给学生强调，他们组网的安全性与稳

定性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与国家经济安全

稳定结合起来。

4.2育人效果及反馈

课程实施结束后，基于学生视角，设计了针对高职通信技

术专业的调查问卷，以了解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通过问题调

查，专业课讲授中融入的思政内容，90.8%的同学表示喜欢并

有必要，87.5%的学生认为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作用，92.7%的学生认为拓展了视野和提

升了专业课的兴趣。可见在《交换机技术及应用》课程中融入

课程思政内容，学生不仅掌握了通信网技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知识，提高了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

且提升了职业素养，培养了团队协作意识、集体观念、奉献精

神并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5 结束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作为高职里的一门工科课

程，我们更是要把课程思政融入到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

在学习技能知识的过程中，借助各种多媒体资源，信息化手段，

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使命感，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感。让学生在脱离校园，进入到社会以后，能更好地担起自己

的责任，更好地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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