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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思政元素挖掘不全面、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内容融合不深入、思政

教育评价体系单一等诸多问题，分析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典型方法和操作系统原理课程专业内容特色，结合

专业领域相关课程在思政教育方面的最新进展，提出基于理论教育、榜样示范、自主教育相结合的思政教育方法，以

期探讨和重塑计算机相关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改革的新方法和新思路，由此全面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培养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推进专业课程思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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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principles 

course, such as incomplete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ntent, and a single evaluation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ypical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mputer related cour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principles course content. Combining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elated courses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it proposes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model education, and independent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e students' correct values,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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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课程思政教育是指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时，还注重

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在新工科人才培养过程中，知识的学习、能力的

培养、情感价值观的塑造三个步骤缺一不可，因此为

了全面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实施专业课程思政改革

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专业必

修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该课程的内容涵盖了操作系统的发展历程、工作

原理和实现方法，课程内容覆盖面广，在整个人才培

养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此外，操作系统产

业是我国当前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由于国产操作

系统起步较晚，基础软件市场基本被国外企业所垄

断，使得我国操作系统产业受制于人，存在“卡脖子”

问题
[2]
。解决“卡脖子问题”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因

此在操作系统原理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培

养“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的同时，潜移默化地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

问题 

随着教育部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各高校陆

续开展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但由于计算机专业课

程开展思政教育的时间较短，尚处于实践探索起步

*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31103186063504），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与

改革项目（JYJG2023082，JYJG2024171）资助。 

            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学报 第12卷 第2期 2024年8月 
Journal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Vol.12 No.2 August 20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4 ISEP

22

mailto:csteic@gmail.com


 
   

 

阶段，所以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思政元素挖掘仍

相对不够透彻、思政元素与专业课内容融合不深入、

难以全面评价思政教育效果等
[3]
，这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探索和解决。 

2．1  思政元素挖掘力度不够 

操作系统所承载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实现原

理等内容，都能够作为思政教育的融合点来发挥思

政作用，丰富课程的思政元素。然而，目前针对操作

系统原理课程思政元素没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挖掘，

致使思政元素零散而不丰富，相应的思政教学内容

和专业教学内容也只是简单的拼凑，形成了专业教

育和思政教育内容两张皮，相互无法融合，既无法在

专业课程中找到思政元素的融入点，也无法利用思

政教育元素提升专业教育的效果，最终使得课程在

思政教育方面草草收场，而专业教育内容也被割裂

开，失去了原有教学内容的完整性
[4, 5]

。 

2．2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较差 

原有计算机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

较少
[6]
，专业课程的任课老师都是工科出身，对严谨

的实验数据、系统设计和程序开发等方面的内容讲

授更得心应手，而欠缺课程和研究领域中思政元素

方面的讲授经验
[7]
。在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时只关注于

传达理论知识和价值观念，所讲授内容流于表面，教

学方法枯燥、单一，忽略了学生的自主性和个人兴趣，

这种单向的“填鸭”式教育方式，容易造成学生对思

想政治教育的厌倦感，使得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大打

折扣。 

2. 3  评价体系不完善 

由于课程思政教育效果难于量化，使得在专业

课程考核机制中，往往忽略了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的评价，造成教师无法及时、准确的了解学生对思政

内容的掌握情况
[8]
，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如何，学生

是否真正的从思政教育过程中受益都有待商榷。此

外，没有规范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也就无法根据评

价结果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持续改进。因此，建立

一套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持续跟踪思政教学效果

是十分必要的。 

3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建设改革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所讲授的内容是开发操作系统

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当前国产操作系统正处在

发展阶段，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大环境下，急需研制

“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国产化操作系统，而科技

发展最终要靠人才推动，因此培养创新性的操作系

统人才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工作。与此同时，培养人才

的根本在于立德树人，高校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外，还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唤醒学生的

家国情怀和大国工匠精神，为我国从“制造大国”向

“创造大国”地转变贡献力量。因此，开展操作系统

课程思政建设改革，有效地贯彻执行专业课程与思

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的效应，已成为

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改

革实施流程如图 1 所示。 

结合课程专业教学内容，深挖课程

思政元素，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引入多模态教学方法，
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塑造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建立多元考评机制，
形成客观、全面、持续

的评价系统

培养高素质、有竞争力的操作系统领域后备人才

制定课程思政培养目标

 

图 1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改革实施流程 

3. 1  制定课程思政培养目标 

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实施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不

但要关注课程培养的专业目标，还应明确课程培养

的思政教育目标。操作系统原理课程专业知识内容

包括操作系统的作用、发展过程、基本特征；进程的

实现；处理机调度和死锁；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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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输出系统；文件系统的实现等。对应的专业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使其能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系统开发中的实际问题，成为在软件、通信和

互联网等行业，从事系统开发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在思政教育方面，要结合上述专业课程

内容，通过向学生讲授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和困境，

培养学生科技兴国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感的意识，

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明确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和

使命感，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具有家国情怀、勇于开拓、

乐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和时代接班人。 

3. 2  挖掘思政元素，设计思政教学内容 

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社会意识形态属

性，如果不能准确找到专业教学内容和思政教学内

容之间的契合点，就会造成课程的形神分离
[9]
。因此，

应围绕操作系统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根据专业课

程教学内容分章节地深挖思政元素，将其与专业教

学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基于实例、视频、课堂讨

论等多模态的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以“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10]

。针对操作系

统原理课程内容的思政教学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操作系统课程内容思政教学设计 

专业知识 课程思政目标 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法 

操作系统
发展历程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
家认同感，培养学生的行业
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 

我国早期面临的困境——技术受制于人，通过科研人员的
努力，目前已经研发出了优麒麟、红旗和欧拉等“自主可
控、安全可信”的国产操作系统。 

播放网络视频、
榜样人物故事 

进程同步 
培养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 

分析进程同步实现的方法和解决的问题，引出公共区域占
用纠纷的社会问题。 

播放网络视频、
调查问卷 

进程和线
程概念 

培养以辩证的思维看待问
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通过分析进程和线程的异同点，引导学生以辩证的思维看
待问题。 

分组讨论 

处理机的
调度和死
锁 

培养学生以辩证的思维看待
问题 

分析死锁的原因和银行家算法实现的方法，引入唯物主义
辩证观，引导学生认识事物具有对立与统一两面性。 

播放视频、举例
分析 

页面置换
算法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分析不同页面置换算法的特点，引入对立统一和矛盾统一
规律，以算法类比人，引导学生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榜样人物故事、
分组讨论 

I/O控制模
式 

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对
学术的追求精神 

分析不同I/O控制模式的工作原理，引入科技发展是循序渐
进的，每一步都凝聚了科研人员的付出，坚定学生科技报
国信念。 

榜样人物故事 

磁盘调度
算法 

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锲而不
舍、大胆思考、勇于创新的
精神 

分析不同磁盘调度算法的特点，引入对立统一和矛盾统一
规律，引导学生对待困难，要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集思
广益、勇于创新。 

分组讨论、调查
问卷 

文件结构 
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 

分析文件逻辑和物理结构，引入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与统
一两面性、折中与平衡的哲学思想。通过社会热点问题，
引导学生认识事物的两面性。 

播放网络视频、
分组讨论 

在操作系统概述部分，操作系统发展历程中就包

含思政元素，在操作系统发展的各阶段都离不开研究

人员的付出。本章节首先引入 Linux开发者林纳斯•托

瓦兹的故事，为学生树立榜样人物，通过强调林纳斯

•托瓦兹在大学阶段就开发了 Linux系统，从身份上引

发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不畏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讲授国产操作系统发展历程部分，利用播放视频：

CCTV 对话——国产操作系统发展，让学生了解国产操

作系统发展的历程，从操作系统技术被国外垄断，到

我国对自主操作系统研发的重视和支持，再到目前已

经研发成功了诸如华为鸿蒙、华为欧拉、红旗 Linux

和优麒麟等国产优秀的操作系统，以此提升学生民族

自豪感和荣誉感，潜移默化的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通过视频介绍各类操作系统市场占比的变化情况，让

学生认识到国产操作系统相关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之

间还存在差距，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使学生以投身科技事业为己任。 

在进程实现部分，针对进程同步问题，引出公共

区域占用纠纷的社会问题。通过播放社会热点新闻，

引导学生讨论解决公共资源合理分配问题的方法，通

过学生的自主分析和学习，使其认识到公共资源属于

全民，每人都享有相同的权益，只有每个公民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由此培养学生

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讲授进程和线程概

念部分，通过分析两者的异同点，引入要以发展的眼

光看待问题，没有绝对好的技术，只有适不适合，在

不同的需求下，应采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由此培

养学生以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在处理机调度和死锁部分，针对死锁问题，通过

播放交通堵塞和疏导视频，引入唯物主义辩证观，引

导学生认识任何事物包含对立与统一两面性，对于交

通一味地疏和堵都不能解决问题。通过讲解银行家算

法，引入在交警示意下是否可以暂时违背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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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尽快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引导学生了解虽然银行

家算法（严格、细致的交通规则）可以避免死锁，但

是要根据实际需求选用。银行家算法是通过消耗较大

的计算和时间代价来解决问题，就如将交通规则设置

的过于死板，那结果就是造成更严重的交通堵塞。因

此，衡量一种方法的好坏，除了要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外，还要考虑时间代价、金钱代价等因素，即用最少

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由此，培养学生以辩证的思

维看待问题，要在安全和性能之间寻找平衡点，在解

决实际问题时，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只有满足实际需

要的方法，才是最佳方法。 

在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部分，针对页面置换算法，

引入对立统一和矛盾统一规律，讲授不同的内存置换

算法都有优缺点，要扬长补短，将各种方法相互结合，

形成新的页面置换算法，用以解决特定问题。由此引

入人各有所长，通过列举计算机行业伟大的科学家在

科研以外的生活实例，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

存在缺点，在团队协作中，要看到不同成员的优、缺

点，从而扬长避短，发挥团队成员的优势，这样在团

队协作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由此培养学生的团

队协作精神。 

在输入、输出系统部分，针对 I/O 控制模式的发

展，从 I/O 中断驱动、DMA 控制方式再到 I/O 通道方

式，引入科技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每一步都凝聚了科

研人员的付出，通过引用“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

先生的故事，讲解她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毅然回

国投身到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中，成功研制了中国第

一台通用计算机。通过故事为学生树立榜样人物，引

导学生了解虽然当前我国在某些科技领域相对国外发

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所有科技工作者团

结一心的努力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必将成为

技术强国，由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对学术的追

求精神。 

在磁盘调度算法部分，针对不同磁盘调度算法的

特点，引入对立统一和矛盾统一规律。通过分组讨论

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使其意识到在实际应用

场景根据不同需求和目标，针对不同问题应采取不同

的方法。虽然不同调度算法在性能上存在差异，但是

其在不同场景下各有优势，此外为了解决特定问题，

还可以对不同算法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由此教育学

生应专注于事情本身所要达成的目标，集思广益、选

择合适的方法，必要时要将不同方法相融合，已达到

解决问题的目的，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锲而不舍、大

胆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文件系统部分，针对文件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

构，引入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与统一两面性、折中与

平衡的哲学思想。针对同一事物，站在不同角度得到

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就如文件系统一样，对于普通用

户只能看到文件的逻辑结构，而对于底层设备看到的

却是文件的物理结构。通过引入社会热点问题——网

上的舆论信息，不断反转现象，由此教育学生，事物

本身包含两面性，看待问题要多方思考，不能以偏概

全，解决问题要多做调查、研究再得出结论，由此培

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 

3. 3  建立多元考评机制 

在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教育实施过程中，摒弃

一考定终身的集中式考核模式，对思政教育实施效果

的考核贯穿整个课程，考查方式包括思政问题讨论、

思政案例分析、课后作业和期末小论文等形式，并且

鼓励学生采用分组协作的模式完成课堂讨论、案例分

析，由此不但能考查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理解和掌握

程度，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

能力。此外，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还分阶段发布调查

问卷，实时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效果的评价，

并根据反馈结果对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

和改进，指导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由此不断提升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在思政教育方面的教

学质量和效果。 

4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建设改革成效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在课程组教师的共同努力

下，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在思政教育方面的改革成效显

著。课程改革的相关成果已经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信

息安全专业 2021 级学生中进行了实践和验证。 

 

 

图 2  课程思政改革实施前后学生成绩分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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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往年，学生的课程成绩提高明显，通过调

查问卷反馈，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水平有所提

高。在课程改革之前，学生成绩主要集中在 70-79 分

数段（信息安全 2020 级），课程改革实施后学生成绩

主要集中在 80-89 分数段（信息安全 2021 级），学生

的平均总评成绩提高 10.94 分，不及格人数明显减少，

具体效果如图 2 所示。同时，随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的持续推进，课程组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学科

竞赛 10 余项，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5 篇，指导大学生创

新创业计划项目 6 项，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

升。 

此外，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不断提高，99.3%的学生认为操作系统课程有必要进行

课程思政改革，其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5  结束语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是计算相关专业重要的一门专

业课程，其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对其他专业课程具有承

上启下的作用，目前高校对该课程的专业内容建设非

常重视，但是在思政教育方面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

诸多问题。因此，应深挖该课程思政元素，采用多样

的教学手段，将思政元素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方式融入到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对

思政教学内容和专业教学内容有机地融合，让学生在

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熏陶，激发学生

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培养学生的大国工

匠精神，为祖国科学技术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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