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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信息大类专业课“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思政表面化”、“两张皮”等问题，本文

提出“思政元素挖掘凝练 + 教学全环节融入”的教学方案。首先，结合学科专业及课程特色，系统且深入的挖掘、提

炼专业知识体系中蕴藏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的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然后，基于 OBE理念，

反向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从完善教学目标、创新教学设计、以及全学程多元化教学评价三方面，确保思政元素合

理融入专业教育的全环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融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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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superficial thinking and politics” and “two skin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Signal and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aching scheme of “mining and condens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 integrating into the whole link of teaching”. Firstly, we could combin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 and course, excavate and refine ideological value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and then expand the breadth, depth and temperatur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The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E,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l is reversely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reasonably integ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eaching objectives, innovating teaching design, and 

diversifying teaching evaluation of the whole curriculum,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s,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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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量多模态信息冲击并

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高校的立德树人作用，对于大

学生的思想塑造方面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门课程都要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2]

。2020年 5月 28日，

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再次明确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强调育人和

育才过程的有机统一
[3]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讲

授基础知识外，还迫切需要开展课程思政，即以课程

为主载体，以思政为主概念，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信号与系统”是信息大类的核心课程之一，以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复变

函数”等课程为基础，是“数字信号处理”、“数字

图像处理”、“智能多媒体前沿技术”等后续专业课

程的重要基础课，在培养方案里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

作用
[4]-[6]

。该课程涉及的一些基础概念和分析综合方

法对工程类专业教育十分重要，以至于美国学者奥本

海姆称其为工程类学生在大学阶段所修课程中收益最

大的一门课
[4]
。该门课程的特点是：理论内容多、推导

复杂、逻辑性强、抽象难学。如何只是单纯的进行公

式推导、例题详解等常规教学方法，学生在该门课程

的学习过程中难免会觉得枯燥乏味，从而失去学习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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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思政建设融入专业课的教学方式，不仅

可以避免课堂教学的枯燥乏味，提高专业知识的学习

效率，还能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

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对充分发挥

专业课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具有重要作用。由此看来，

开展“信号与系统”的课程思政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和非常迫切的必要性。 

2  课程思政现状及问题 

目前，“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建设尚不成熟，

亟需教育工作者针对课程特点展开思政探索。那么，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我们会面临哪些

挑战呢？ 

挑战 1: 如何系统挖掘和凝练思政元素？ 

一方面，目前主流教材缺乏思政相关素材，需要

专业课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多角度全方位的进行思政素

材的挖掘。传统认知上，专业课的主要任务是讲授学

科知识、培养专业技能。因此，无论是国外奥本海姆

编著的教材，抑或是国内管致中团队、郑君里团队等

编著的教材，普遍存在侧重知识技能而缺少科学素养

等人文情感、侧重知识深度而忽视其广度、侧重数据

分析而缺乏一定的价值判断等问题
[7][8]

。另一方面，在

已开展的思政素材挖掘工作中，普遍存在思政元素之

间缺乏逻辑关联性、思政案例脱离专业特点、空谈家

国情怀培养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实

现全方位育人。因此，如何结合学校特色、学科特色、

和专业特色，更接地气的挖掘并系统梳理课程教学蕴

含的多模态思政元素是“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建设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和挑战。 

挑战 2: 如何将思政元素“融盐入水”渗入教学

全环节？ 

区别于专业课的显性教学方式，课程思政需要进

行隐性、渗透性教育。如果直接将思政元素生硬的搬

入课堂，不仅会影响专业知识的传授，也会影响思政

教育的效果[9]。由此可见，课程思政教学环节的设计

绝不仅仅是在原有教学环节中增加一个模块，而是增

加一条主线，使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而行，形成

协同效应[10]。目前，国内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

融合方面仍有欠缺，存在分离割裂的现象。在已开展

的教学活动中，思政目标不明确、评价机制不完整等

问题普遍存在。并且，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大多采用

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能充分激发学生兴趣。因此，

如何保证思政教育合理融入教学全环节是“信号与系

统”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和挑战。 

 

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方案 

如图 1 所示，教学团队秉承“课程为载体、目标

要完善、内容要重构、方法要创新”的课程建设理念，

多角度全方位的挖掘思政要素。并且，在原有专业教

学设计的基础上，基于 OBE 理念[
11]-[13]

，反向设计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开展“完善课程目标——创新教学设

计——构建思政教学评价”的主线，确保思政教育全

方位融入教学环节。最后，借助可持续改进机制，完

成课程思政教学的闭环优化，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塑造融合统一，全面提升学生政治认同、家

国情怀、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图 1  “信号与系统”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 

3．1  多角度挖掘和系统凝练思政元素 

一方面，可以从西北工业大学（简称西工大）的

校史、校训中挖掘思政元素。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同时

发展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的全国重点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建校以来，一直秉承“公诚勇毅”校训，

弘扬“三实一新”校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扎根西部、

献身国防的优秀人才，为武器装备研制、国防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控和西部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西工大的百年校史以及“公诚勇毅”的校训本身就蕴

含有丰富的思政元素。“公”，即公为天下、报效祖

国;“诚”，即诚实守信、襟怀坦荡;“勇”，即勇猛精

进、敢为人先;“毅”，即毅然果决、坚韧不拔。另一

方面，可以从科学思维和政治素养的角度挖掘思政元

素。“思”－即科学思维，通过重构课程内容、设计

教学环节，形成符合学生认知和学习规律的课程内容，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科学精神、思辨能力、科

学论证、协同创新、行业素养等。“政”－即政治素

养，结合国家战略需求、行业热点事件、国防名人事

件等方面，培养学生对祖国的忠诚感、认同感、以及

责任感[14]。最终，通过进一步梳理，凝练形成科学

精神教育、爱国精神教育、工匠精神教育、协作创新

精神教育、和法制精神教育 5 个维度的思政元素。简

述如下： 

· 科学精神教育：结合课程涉及的傅里叶、欧拉、

拉普拉斯、奈奎斯特等多位科学家的科研事迹，以及

工大名人，歼 20 总设计师杨伟、直 20 总设计师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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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运 20 总设计师唐长红、空警 200总设计师欧阳绍

修等大国工匠的事例，帮助学生认识到要想有所建树，

必须要有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 爱国精神教育：介绍华为、腾讯、字节跳动、

海康、科大讯飞等科技企业取得的成就和国际领先地

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通过美

国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制裁西工大、

哈工大等国防高校的事件，激励学生自主创新的热情

和投身科技报国的决心。 

· 工匠精神教育：在课堂讨论和实验教学中，培

养学生塌实、耐心、认真的品质，以及主动思考、解

决问题的能力。借助反馈系统中负反馈可以增强系统

稳定性的知识点，提醒学生要学会反思、善于反思，

形成归因思维，助力学生形成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信念和工匠精神。 

· 协作创新精神教育：加强实验实践环节，通过

小组协作，完成实验准备、数据采集、实验输出等环

节，培养学生的协作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另外，课

后提供一些科研项目，供学有余力的同学组队研讨，

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创新精神。 

· 法制意识教育：讲解连续系统稳定性条件时，

将极点类比为我们自己，将虚轴类比为法律红线。连

续系统中，如果极点越过虚轴到达 s 平面右半平面，

那么系统响应就会随着时间增长而趋于无穷大，导致

元器件被击穿。类似地，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旦越过

法律红线，也会带来严重后果，不仅危及自己，还会

累及亲人和朋友。“裸贷”、“消费贷”、“毒品”

等都是红线，提醒学生坚决不能触碰，增强学生的遵

纪守法意识。 

3．2 基于 OBE的思政教育教学全环节融入 

基于 OBE 育人理念，以人才培养目标作为专业教

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出发点，反向设计教学全环节，

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评

价”全环节，形成良性反馈，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1） “德识能专”四位一体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的融入首先体现在顶层设计即教学目标

的制定上，除了设计传统的知识目标，还要有针对性

的设置能力、德育、专业目标，四位一体，全面育人。

具体的，依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进行指标点分解，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德育目标、

专业目标四方面完善教学目标。如图 2 所示，形成“德

识能专”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2） 基于内容重构的 BOPPPS教学模式 

为了做到“专业知识中有思政理念，思政理念紧

系专业知识”，笔者所在教学团队从以下两个方面开

展一系列举措，具体如下： 

 
图 2 “德识能专”四位一体教学目标 

 

（3） 基于内容重构的 BOPPPS教学模式 

为了做到“专业知识中有思政理念，思政理念紧

系专业知识”，笔者所在教学团队从以下两个方面开

展一系列举措，具体如下： 

一方面，重构“信号与系统”课程内容。这里，

重构不仅包含教材上知识顺序的调整，还包括对于重

难点知识的扩展等操作，以便形成符合学生认知和学

习规律的课程内容。比如，合并系统稳定性和可观测

性这两小节的内容，使学生对于系统关键特性拥有全

面理解和掌握。 

另一方面，结合 BOPPPS 模型[15]，设计符合学生

认知规律的课堂教学模式。BOPPPS教学模式是一种以

教学目标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包

括六个教学环节：课程导入（Bridge-in）、学习目标

（Objective）、预评估（Pre-assessment）、参与式

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评估（Post-

assessment）和总结（Summary）。 

· 课程导入(B)：开始上课时，借助视频、热门

话题等方式进行导入，将本次课的内容和学生已有知

识或未来可能碰到的问题有效衔接起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例如，在讲授知识点“系统稳定性”时，

引入“川航 3U8633 安全迫降”事件，让学生明白信号

传输与系统响应在此次事件中的关键作用，以此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 

· 学习目标(O)：该阶段的目的是让学生明晰本

节课的学习目标，便于学生掌握学习的重难点。基于

布鲁姆学习目标分类模型，从理解、分析、应用、记

忆、创造和评价六大认知综合分析，确定课程的知识

目标、技能目标和素养目标。 

· 预评估(P)：在课堂教学前，通过问答、小测

验、集体讨论等方式进行课前预评估，掌握学生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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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课所需先备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教师调整后续教

学内容。 

· 参与式学习(P)：该部分是 BOPPPS模型中的核

心环节。在讲清主要知识点后，通过小组讨论、个人

报告、专题研讨、案例分析[16]、提问等方式，引导

学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一方面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

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以及提升学生的

沟通、协作等素养；另一方面，在互动过程中，教师

可以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估学习目标达成

情况，进而方便调整教学安排。 

· 后评估(P)：通过教学过程的问答、测验或者

课后作业的情况，评估教学效果，进行教学反思，及

时调整教学设计，从而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 总结(S)：在课程即将结束时，通过教师引导，

让学生总结或补充本节课的知识点，理清知识脉络。

同时，预告下节课的内容，让学生提前做好预习。 

以重构后的“系统稳定性和可控制性”这一节课

为例，基于 BOPPPS 模型的课堂教学流程安排如表 1 所

示。 

表 1  基于 BOPPPS“系统稳定性和可控制性”课堂设计实例 

教学环节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 思政目标 

课程导入 探究式 
借助中国探月工程以及川航 3U8633安全迫降事件，引入系统稳

定性、可控性问题 

航天精神 

职业素养 

学习目标 讲授发散 
系统稳定性和可控性的相关概念和判别方法；对稳定性判断扩展

类比，进行红线教育 

科学思维 

扩展思维 

法制精神 

预评估 问卷调查 掌握学生对于矩阵特征根、矩阵分解等相关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科学精神 

参与式 

学习 
案例研讨 

带领学生进行知识点学习，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系统是否稳定和可

控的问题开展小组讨论 

协作能力 

工匠精神 

后评价 启发式 I/O稳定的系统一定稳定吗 思辨能力 

总结 引导讲授 总结知识点，并扩展到我国科研人员对探月工程核心技术的贡献 爱国精神 

（4） 构建全学程多元量化考核评价体系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坚

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学生的

课程学习体验、学习效果”[3]。为此，本门课程实行

价值多元化考核评价，将学习态度、品格素养、专业

知识、科学思维、创新实践能力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从“德识能专”四个指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 

教学实践中，综合平时实践成绩（40%）和期末成

绩（60%）构成最终成绩。其中，平时实践环节重在考

察学生的能力和素养。通过设置出勤签到、问题讨论、

随堂测试、报告撰写、组内互评等环节，教师可以实

时了解学生知识内化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安排，重点

帮扶落后学生，优化成绩分布。期末考试重在考察学

生对于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设置选择题、简单计算题、和系统综合题。通过

对学生成绩进行细致化分析，依据均值、方差等数据，

了解学生对于具体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成绩分布情况。

借助多方位考核，做到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最后，借助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于

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完成目标达成度自评，指导教学

持续改进。 

 

4  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经过两个教学周期的实践，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

效明显。 

1）学生的成绩分布得到明显优化，学生综合素质

得到明显提升。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经过思政教育

改革，首先，该门课程的不及格率大幅下降；其次，

学生的成绩分布规律更合理，学生成绩由原来集中在

60-80分的阶段变换到集中在70-90阶段。同时，随着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团队教师指导学

生获得省部级以上竞赛获奖21项，学生综合素质得到

明显提升。 

 

图 3  思政建设改革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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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影响力不断提升。教学团队申报校级课程

思政项目一项。并且，结合“川航3U8633安全迫降”、

“孟晚舟回国”、“中国自主研发并投入使用的核酸

检测系统”、“抗疫乐章里的不和谐音符”等热点事

件，结合课程知识点，形成九个课程思政案例，入编

本院思政案例库。 

5  结束语 

针对“信号与系统”课程，本文提出了一种“思

政元素挖掘凝练 + 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全环节融入”

协同育人课程建设方案，明确了“德识能专”四位一

体的课程目标，实现了思政教育的教学全环节渗透，

确保了课程的可持续改进。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

对于该门课程的学习热情，还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和价值塑造三者的有效融合，助力我校培养更多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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