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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探索其实

施路径，有利于“新工科”的课程建设，从而体现当下的教育目标。本文以《软件工程》课程为例，将

多种思政元素融入课程设计环节，利用线上教学平台收集学生学习数据，以此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

判和测量。研究发现，思政元素的设置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及思考的多元化发展。因此课程思政

有助于将教育育人落实到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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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 new strategy for Xi 
Jinping’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guid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loring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reflects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goal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and adds a varie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to the curriculum design; finally collects students’ learning data with an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and measures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etting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elp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knowledge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di-
vergent thinking. Therefore, curriculum ideology contribut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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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

能力和水平。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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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高校大学生处于思想舆论相对多元化的时代，但其缺乏自主独立性，稍不注意便容易误入歧途，

因此亟需一个引导者传授正确的价值观[1]。 
目前高校人才的培养方案中，思政教育占据了一定比例，但普通高校专业课教师在教授专业课程知

识时，往往对“课程思政”定位把握不准，侧重于强调学生对专业知识、工程实践等内容的掌握，造成

教学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天平倾斜，难以形成教学育人合力。 
高校教师如何有效利用大学课堂主战场，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有机融合，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形成“课程思政”建设合力，达到立德树人、潜移默化的教学

效果，成为目前教学改革中的重点课题 
针对该问题，余江涛等人依据理工科思政作用的生成机理及对应的逻辑结构，提出了课程思政的具

体要领[2]。吴月齐等人从思政课程引申出课程思政，通过校园育人文化及大学生实践等途径，提出课程

思政的第二课堂及第三课堂概念[3]。王文婷等人将互联网元素融入思政教学中[4]。韩金晓等人将实时政

事以案例的形式融入课程教育全过程，丰富了课程的育人效果[5]。这些研究工作往往更多集中于关注思

政元素在课程中的体现，对理工科课堂的思政实施过程阐述较少。 
因此，本文以《软件工程》课程为例，阐述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并从课程内容、课程组织形式和课

程考核三个方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使用全过程考核法获取学生学习数据并对其学习效果做出分析及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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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工程课程思政改革的设计模型 

“软件工程”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设计模型如图 1 所示，主要分为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情分

析、教材处理、教学资源、教学实施等六个部分。教师根据学生学情，确定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

目标的制定则有助于教师快速确定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并结合现代化教学资源给予对应破解方案，最

终体现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其中，教学目标中的素养目标与教学实施中思政元素的设计一一对应，体现

了教学过程与目标的有机统一。 
 

 
Figure 1. Teaching design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图 1. 《软件工程》教学设计模型 

3. 软件工程的分析过程 

3.1. 学情分析 

本门课程的教学对象为本科 2020 级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该专业学生已学习计算机导论、C 语言等

课程，具备初步的语言编程设计能力，具备一定的软件开发能力，但软件工程思维较浅，对整个软件开发

过程的把握尚不完善，不能明晰开发软件项目的工程化方法和技术，以及在开发过程中应遵循的流程准则、

标准、规范等，使得其在策划和管理软件开发活动中存在较多疏漏，不能高效参加大型软件开发项目。 

3.2. 教学重难点 

《软件工程》课程抽象性强，该课程的方法、原理是基于多年的大型软件开发实践的总结归纳，因

此软件工程理论知识往往需要学生经历多个实战项目后才能真正理解其精髓。其次，软件工程的效果体

现在软件开发的全过程，如问题定义、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运行和维护等多个

阶段，每个阶段联系性紧密，必须全面学习才能掌握。 

3.3. 课程目标 

本课程采用十三五规划教材作为本课程教材，基于学生学情及教材内容，制定《软件工程》的课程

目标。并通过传授软件技术相关知识点，培养学生掌握系统分析与设计能力，使学生从软件编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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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升到软件工程，逐步建立工程意识，为后期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开展做好承上启下、有机衔接等工

作。然后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引导学生践行软件工程的现象本质论、客观规律、设计方法学、

实践论等思政问题，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接班人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 《软件工程》的课程设计 

“软件工程”课程思政改革的实施过程如图 2 所示，主要分为课堂内与课堂外两个学习场景，并通

过教师主体活动与学生主体活动一一对应并相互衔接配合。《软件工程》课程由教师的课前导入开始，

如线上发布教学任务供予学生提前预习等，最后以课外拓展的形式把课堂学习延展到课后，为学生提供

更宽阔的学习空间。 
 

 
Figure 2.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图 2. 《软件工程》教学实施过程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91


郑文琦 
 

 

DOI: 10.12677/ae.2021.115291 1895 教育进展 
 

在课堂内，教师负责在教学课程上介绍《软件工程》理论，同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政策及对应

落地软件，将其编制成小故事，以该方式让学生及时了解当代中国前沿政策及软件科技领域最新的变化

和发展，提高学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接着教师将教学重难点分别以案例、游戏等手段引

导学生的参与，接着以实战任务等模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使用。 
在课堂外，教师则将课程教学与学科竞赛、学风建设相结合，将学科竞赛赛题融入课堂实践项目中，

培养学生工程实践和双创能力。通过学院竞赛指导中心平台，建立学生学业发展与服务中心，构建多层

次、多方面的服务体系，在该体系中即时开展学院学习交流研讨活动；分层次组建竞赛学习互助小组，

从而打造勤学好学尚学的风气，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学生实践

的过程中，优化课程建设[6]。其次，在寒暑假前组织学生进行课程实训[7]，在实训课程中，会邀请一些

经验丰富的企业项目经理担任校内部分课程主讲教师，采用校企共建案例库[8]、项目库的模式，提升课

程实验、课程设计和专业实训的质量，将软件软件工程的理论融入具体的项目开发实践中，项目结束后

要求学生结合理论，撰写并提交项目的《用户手册》、《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软件设计说明书》、

《软件开发计划书》等多种工程文档，促进学生对课程抽象概念的理解[9]。在课程实训的过程中秉持课

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增强“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软件工程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4.1. 教学方法与思政元素设计 

4.1.1. 教学方法设计 
在实际教学中，本课程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将所要学习的新知识隐含在一个至多个任务中，然

后通过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合作、相互配合[10]。学生通过对任务的分析、

讨论，明确任务涉及教材上对应的旧知识与新知识，在教师的引导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通过任

务的完成，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11]。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的角色转变为课堂主角，

教师仅作为课程设计者及引领者，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实

现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 
“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实施及思政元素设计模式如图 3 所示，其思政目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软件工程学科特色及学校校训三个部分展开，而思政元素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教学设计方案

里。本课程通过组织学生利用线上资源探究本节课程学习内容，培养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学习知识的

能力；通过组织学生相互评价作业，分享课前学习成果，拓宽学生的自我思维模式，提升其兴趣和积极

性；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对抗赛、头脑风暴、模拟课堂等游戏，激发学生竞争意识；通过人文历史、

实时政事等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关心中国及世界发展，体会中国发展征程的波澜壮阔；通过学科交叉融

入人文学科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人文情怀；通过将最新学术、前沿论文、

科技成果，反哺教学课堂，激发学生对前沿科技的关注及爱国热情；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任务，增强小组

凝聚力、培养合作意识；通过锻炼学生实践实战能力，以赛促学，体验真实的项目场景；通过实事热点

的分析判断，提升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通过采用全过程考核，将课程考核分为期末笔试、课堂平时成

绩、阶段课堂考试、课后作业，各占 50%、20%、20%、10%，课堂平时分又可分为课前、课中及课后三

个部分，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参与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4.2. 教学反馈与分析 

本课程利用超星学习通等现代信息化教学手段，把线上线下、实践模拟等有机融合起来[12]。针对本

门课程创建移动学习社区，在该学习社区中，学生可利用平台实现学生课前预习；教师在课堂上利用平

台对学生进行考勤管理，同时在授课过程中融入趣味小活动，如超星线上投票、测验等；课堂后利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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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eaching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图 3. 教学实施与思政元素设计方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91


郑文琦 
 

 

DOI: 10.12677/ae.2021.115291 1897 教育进展 
 

台进行作业实时发布、作业提交批复等。师生的实时互动、资源共享以及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增强了

学生快乐学习的体验，提升了学习效率，推动着学生个性化、定制化、碎片化等新型学习方式的实施。

同时，培养学生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学习、检索资料的习惯，培养其对时间、效率的敏感度，增强

学生的归属感及课堂参与度。 
 

 
Figure 4. Fitting curve: the change of students' thinking latitude with the number of experiments angle  
图 4. 学生思考纬度随实验次数变化的拟合曲线 
 

根据线上教学平台收集得到学生学习数据，分析《软件工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对学生学习效果的

影响，如图 4 所示。其中 Times 表示学生学习的次数，Effect 表示学生对是非判断性问题的回答平均情况，

值越高则代表学生回答的角度更多，更具备发散性，Effectvs.Times 表示数据点，蓝色曲线为数据的拟合

图像。研究发现，随着思政元素的融入，学生对实时热点及道德伦理型问题的思考情况将从单一的是非

对错转向多元化角度发展。学生接触思政元素后逐步开始多元化思考，此时教师的鼓励会让学生更加积

极得拓展思维，另外，学生间也会相互影响，形成正反馈效应。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回答角度会随

着学习次数的增加而快速提高，接着，学生会进入一个适应期，适应自己思维逐渐开放的状态，在这段

时间内，学生回答问题的发散角度平均值会有所停滞波动，当学生适应好思考角度的转变，又会反作用

于学习生活上，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 

5. 结论 

本文以《软件工程》课程为例，阐述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并从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情分析、

教材处理、教学资源、教学实施等六个模块探讨理工科课程的教学设计模式，及思政元素的融入策略，

最后利用线上教学平台收集学生学习数据，经过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发现思政元素进入课堂有助于学

生发散思维，引导其多元化思考。本课程旨在把“课程思政教育的思政育人”和软件工程的学习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如盐入水、润物细无声的教学触感，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从而将教育育人落

实到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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