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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思政元素挖掘不成体系、思政元素对课程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不

太明显等问题，分析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提出构建涵盖课程主要教学内容的思政体系，并以具体案例介绍融入课程

思政的教学方法应用，最后通过教学数据对教学效果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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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mi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teaching, and the unclear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teaching mode, proposes to construct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that covers the main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at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through specific cases. Finally, the teaching effect is explained 

through teaching data.  

Keywords—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Methods 

1  引  言 

软件工程课程是 SWEBOK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中一

门基础、核心课程，课程涉及的内容广泛，其涉及的

各项技术和项目管理方法对于即将从事 IT 产业的学

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在新时代背景下，软件工程类

人才的培养应强化价值引导，文理相融、理工并重，

兼顾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2]
。 

课程思政是当前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各

类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应担负起立德树人

的责任
[3]
。符蕴芳等

[4]
探索在新工科背景下软件工程课

程思政的创新教学模式，强调主流价值引领，以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新工科人才；吴杨铠
[5]
在对软件工程课

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期间存在的不足及问题原因分析探

讨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模式

应用和教学资源挖掘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课程思政建

设的建议；张自立等
[6]
针对软件工程课程结合思政教

育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套全方位的考核评价指标及

相应的考核内容及方法。 

综上所述，在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做好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如何做好价值引领，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关键。本文将从问题分析、思政体系建设、

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评价四个方面就如何在软件工程

课程教学过程中合理融入思政元素并增强其在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做出说明。 

2  问题分析 

基于“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按照学校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和专业“密

切关注并主动适应软件行业发展新需求”的人才培养

目标，课程从知识、能力和素养三个方面的教学目标

设计如下： 

（1）知识目标：能够理解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

原理以及软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主要工作。 

（2）能力目标：针对软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

分析软件需求，并设计相应系统。 

（3）素质目标：增强创新与合作意识，树立基本

的软件工程意识和工程伦理，主动承担专业使命，厚

植软件强国情怀。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课程建设项目（SZ20220

22）；内蒙古工业大学教改项目（202311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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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课程思政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并促进知识和能力目标的达成，需要切实解决以下问

题： 

（1）思政元素的挖掘不成体系。虽然任课教师对

专业课的思政作用越来越重视，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组

织，不同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思政作用的认识、融

入方式各有不同，而且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结合也

不太紧密。 

（2） 思政元素对课程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

的作用不太明显。由于缺少系统的研究，如何将思政

元素合理的融入课程教学，并对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和

综合素质方面起到正向作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3  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软件工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软件工程的开发过程有较

全面的了解，系统地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实用的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软件工程的发展

动向；掌握开发软件项目的工程化方法以及在软件开

发过程中应遵循的流程、准则、标准和规范等，具备

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分析、设计、管理和书写文档的

能力，使软件开发过程更加规范，以提高软件生产的

质量与效率，进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1）为了使教学内容更好的对标知识与能力的培

养，进一步将教学目标细化为表 1所示的7个子目标；

同时，针对每个教学目标，设置了相应的评价方式，

以便对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进行直接评价，表 2 给出了

评价方式与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及其占比。 

（2）如表 3所示，课程从软件工程原理出发并按

照软件开发生命周期重构教学内容，将知识点划分为

软件工程概述、面向过程的软件工程、面向对象的软

件工程、软件运行与维护和软件过程管理 5 个教学单

元。为了使课程思政真正融入课程教学，课程组经过

调研、讨论和教学实践，在教授基本原理、方法的基

础上，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以提

升学生职业素养为切入点，合理设计思政内容，在知

识技能传授中渗透价值熏陶。 

表 1  细化的教学目标 

序号 教学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1 
目标1：能够利用软件工程原理与技术，针对给定的软件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从技术、经济、操作等角度，进行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软件危机产生原因及消除途径 
软件的生命周期方法学 
软件的生存周期模型 
软件工程基本原理 

2 

目标2：能够利用软件工程的方法与原理，针对给定的软件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识别主要功能模块与数据关系，并构建相应的功能模
型、对象模型、动态模型。 

需求分析 

3 
目标3：能够利用软件工程的方法与原理，针对给定的软件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进行功能设计和数据设计。 软件设计与实现 

4 
目标4：能够分析比较，选用合适的软件分析、设计、测试等常用现
代工具。 结构化方法、工具和过程 

5 
目标5：知晓软件职业规范和要求，能够从社会责任角度合理分析和
评价软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软件工程相关规范 

6 
目标6：能够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对软件系统生
命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合理的评价。 软件运行与维护 

7 
目标7：能够知晓软件工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做出
合理的管理与经济决策。 软件过程管理 

 

表 2  课程目标评价方式 

教学目

标 
终结性评价（期末考试） 课后作业 课堂表现 平台学习 学习报告 合计 

1 2.5% 1.25% 0.75 0.5 0% 5% 

2 20% 2.5% 1.5% 1% 15% 40% 

3 20% 2.5% 1.5% 1% 15% 40% 

4 2.5% 0.75% 0.45% 0.3% 0% 4% 

5 0% 1.5% 0.9% 0.6% 0% 3% 

6 2.5% 0.75% 0.45% 0.3% 0% 4% 

7 2.5% 0.75% 0.45% 0.3%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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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教学内容与典型思政元素和案例 

教学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和案例 

软件工程
概述 

软件危机产生原因及消除
途径 
软件的生命周期方法学 
软件的生存周期模型 
软件工程基本原理 
软件工程相关规范 

（1）通过介绍软件产业发展趋势，讲述核心软件国产替代的重要性，激励学生立
志成为国家核心软件开发人才； 
（2）在讲解软件生命周期模型时，针对不同的开发条件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型来组
织开发过程，由此引申到不同的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引导学生增强对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 
（3）通过讲解软件工程相关规范，引导学生树立标准意识，遵守职业规范和职业
道德。 

面向过程
的软件工
程 

结构化方法、工具和过程 
可行性与计划研究 
需求分析 
软件设计 
软件实现 

（1）在讲解结构化方法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的“自顶向下、逐步求
精”的模块化设计思路为例，帮助学生加深对结构化方法原理的同时，引导学生
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2）通过学习可行性研究、项目开发计划，培养学生“重视调查研究、提前谋划”
的职业素养； 
（3）通过学习需求分析相关内容，培养学生 “善于沟通、实事求是”的职业素
养； 
（4）通过学习编码风格、软件测试相关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编码风格、注重
质量把关”的职业素养。 

面向对象
的软件工
程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概述 
面向对象分析 
面向对象设计与实现 

通过对比学习结构化和面向对象的知识，培养学生“比较、改进”的职业素养。 

软件运行
与维护 

软件维护概述 
软件维护的类型 
软件维护工作流程 
软件运行维护管理 

通过学习软件运行与维护的知识，培养学生“善始善终、持续改进”的职业素养。 

软件过程
管理 

软件工程项目管理 
软件过程管理 
能力成熟度模型 
软件配置管理 

（1）通过学习项目管理中风险管理、计划管理等内容，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
形成“提前规划”的职业习惯，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2）通过讲述能力成熟度的变迁过程，培养学生“持续改进”的意识和行为习
惯。 

4  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为了把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促使学生自主接受思政教育,更

好地让思政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中,引领学生树立

正确地理想观和价值观,完成立德树人的目标，课程讲

解过程中应用 BOPPPS 教学策略，在课程导入和内容讲

解过程中围绕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知识、能力和素养

目标，在知识传授的同时合理融入思政内容。 

如图 1 所示，以“软件危机”一节的教学过程为

例，展示了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 

 

 

图 1 “软件危机”教学过程 

（1） 学生课前借助在线资源自学，初步掌握软

件及软件危机的基本概念，发现难点问题并进行反馈，

可以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教师通过学生的自

学反馈，实时掌握学生学习状况，进行针对性备课，

有助于课堂教学活动高效开展和课程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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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中围绕教学内容设计了 2 个思政案例并

组织课堂讨论。 

案例 1：在问题引入阶段，在组织学生观看

Ariane5 火箭发生爆炸事故的视频基础上，对比介绍

我国神舟飞天背后是一代代航天人努力和付出的结果，

同时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学习软件工程”，培养学生的

国家认同感、自豪感，激发其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而努力奋斗。 

案例 2： 在讲解软件分类时，以问题的形式要求

学生列举相关分类下的软件；在解释软分类原则的基 

础上，对比介绍我国在核心软件方面与国外的差距，

同时给出“我国 13 所高校被美国禁用 Matlab”的案

例，使学生意识到核心软件国产替代的紧迫性并明确

自己的职业定位和历史使命。 

课堂讨论：布置讨论话题“你是如何认识软件危

机的？作为一名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当前我们国

家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上应该肩负怎样的责任？”。通过

讨论，让学生深入理解软件危机与软件工程的关系；

同时，通过对学生汇报结果的点评，从学科和社会责

任两个方面回答在课程导入部分抛出的问题，前后呼

应，形成教学闭环。 

 
图 2  我国遭到西方国家卡脖子的 35个领域 

表 4  教学评价 

评价环节 分值 评分标准 能力素养 

在线学习 5 
在线学习时长达到20分钟以上，得5分；时长在10-20分钟，得3-4
分，低于10分钟，得0分。 

自主学习能力与终身学习
意识 

预习测试 5 在U+平台完成课前预习测试，按题目给定的分值和评分标准给分。 职业规范；科学思维能力 

随堂测试 5 
以主观题、客观题形式在课堂进行限时练习、测试，按题目分值和答
题结果给分；若未按时提交，得0分。 

职业规范；科学思维能力 

课后作业 5 
回答了全部问题，答案准确详细，按时提交，得 5分；按时提交，但
回答问题不完整、不准确，得2-4分；不提交，得0分。 

科学思维能力；使命担当 

总结：如图 2 所示，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 35 个卡

脖子领域中有五分之一都与软件直接相关，因此我们

应该意识到作为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应该肩负的责任；

此外，通过学习软件工程这门课，可以让我们科学、

系统的了解软件开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

夯实我们的专业素养，为毕业后投身建设软件强国事

业奠定扎实的基础。 

（3）学生通过课后练习，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

通过图 4 所示的开放题，思考核心软件国产化问题，

强化使命担当意识。教师通过学生的作业反馈和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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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实时掌握学生学习状况，发现教学中的薄弱点，

后续通过专项练习、测试、习题课等方式，帮助学生

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实现课程目标的达

成。 

（4）教学评价 

如表 4 所示，课程从 4 个方面对教学效果进行形成性

评价。 

 

图 3  课后作业 

 

 
图 4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对比图 

 

图 5  职业素养达成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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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实施效果 

通过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的方式，从教学目标达

成度和职业素养提升两个方面对教学效果进行了评价。 

（1）按照表 2 分配的评价方式及占比，计算得到

图 4 所示课程各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通过评价结果显

示，课程各教学目标均能较好达成，特别是课程目标

3 的达成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2)结课后，通过调查问卷获得学生对职业素养达成的

间接评价。如图 5 所示，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

在各方面的职业素养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6  结束语 

通过构建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的思政体系和应用

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课程思政对软件工程课程

目标达成和学生职业素养提升方面的支撑作用都有明

显改善，但由于实施周期较短，教学流程还不够完善，

下一步，需要会同课程组的老师，进一步完善思政案

例和教学设计，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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