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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将专业课程和课程思政相融合，提高专业课程的铸魂育人成效，本文针对《数字信号处理》

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积极探索。对课程思政进行了总体设计，深入挖掘了课程思政元素及融入方

式。以“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算法)”知识点的教学为例进行了具体的介绍。从FFT算法的提出背景、分

解思路、特点、重要性、硬件实现、应用、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结合七个方面，介绍了每个方面的教

学案例以及融入的课程思政元素。对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其

它工科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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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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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soul-building and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elem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A specific 
introduction is given taking the knowledge point of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algorithm)” as an 
example. From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decomposition ideas, characteristics, im-
portance,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applic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with AI, teaching case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ed are produced. The paper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course’s teaching reform and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other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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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推动科技进步和社

会繁荣的关键力量，更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也明确指出，所有课程都应承担“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自此，“课程

思政”这一理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国外高校虽没有直接使用“课程思政”这一概念，但普遍通过隐性教育、价值观渗透、公民教育等

方式，将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伦理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以下是几种比较典型的模式：在通识课方面，

哈佛大学《正义》课程通过探讨罗尔斯、康德等哲学思想，引导学生思考公平、自由与社会责任；麻省理

工学院工程伦理课结合案例讨论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斯坦福大学“科技与社会”课程分析人工智能、基

因编辑的伦理争议，强调科技向善。德国侧重“政治教育”，如柏林洪堡大学将纳粹历史反思融入历史、

哲学课程；工科院校要求学习“技术伦理”。英国侧重“公民身份教育”，如伦敦政经学院在经济学课程

中讨论“全球化与社会不平等”；牛津大学“领导力课程”强调公共服务的价值观。北欧侧重“可持续发

展教育”，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在环境科学课程中嵌入“气候正义”议题，引导学生思考全球责任。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改革，国内高校也积累了丰富的课程思政方法体系和实践经验，体现了鲜明的中

国特色。《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等九大类课程思政建设

要点。以工科课程为例，其建设要点是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

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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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在《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z 变换、离散傅里叶变换极其快

速算法、数字滤波器设计、数字系统的实现、数字系统的有限字长效应等[1]。该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和

实践性强，综合了数学、电路、信号、系统和信息等领域知识，是现代通信理论、自动控制、模式识别、

故障诊断等的基础。其应用及其广泛，从传统的语音信号处理、图像信号处理、生物医疗、通信、汽车到

人工智能、消费电子等前沿技术，再到航空航天、天眼、深海探测等国家重大需求都离不开数字信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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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的发展。 
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作为电子信息类的专业课，对于夯实信号处理理论

基础，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相关教师和学者

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文献[1]-[3]分别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新工科

背景和 OBE 理念探讨了课程的教学改革；文献[4]介绍了“金课”背景下理工类课程思政的内生式建设研

究情况；文献[5]结合 OBE 理念和思政介绍课程建设；文献[6]和[7]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课程思政元素

和实践过程；文献[8]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元素和案例。 
在常年主讲《信号与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基础上，课程团队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

的教学一直进行积极探索和改革，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包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思政教

学、案例教学、研究式教学、实践教学等，保证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目标三位一体的教学效果。课

程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湖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基于“智慧树网”建设了在线学习平台和知识图

谱。 
本文以仪器仪表类新工科建设为背景，介绍课程团队在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数字信号处理》课

程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2.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顺应“互联网 + 教育”的时代发展，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以智慧树共享课、知识图谱为线上平台，

结合翻转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见图 1)，探索线上思政和线下思政的融合，实现“知–行–践三合一”。 
 

 
Figure 1.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smart tree learning platform 
图 1. 《数字信号处理》智慧树学习平台 

 
仪器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也与国家重大需求相关，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

厚植家国情怀，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科学精神、法制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和工程伦理，增强

社会责任和科技兴国的使命感是本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 
本课程实践性强，在先修课程《信号与系统》的基础上，侧重信号处理技术的实现，使学生具有数

字系统建模、分析和设计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编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工匠精神、团队协作能力。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本课程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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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信息科技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能否

跟上世界信息科技革命的步伐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重视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包括掌握信号处理理论和工具、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学习信息科学家创新精神，具有信息

技术发展的世界观。 
另外，对于新工科学生来说，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世界观方法论、文学素养、工程规范和工程美育

等也是非常必要的。 

3. 课程思政元素及融入方式 

在教学实践中，课程思政融入方式及主要的思政元素概括起来包括四种： 
(1) “教师 + 思政”的示范式 
教师是课程思政教学的主力军，授课教师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提升育人能力，言传身教，

润物无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作者获得了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校级教学标兵、校级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女教师称号。 
(2) “知识点 + 思政”的嵌入式 
挖掘基本概念和原理等理论知识点蕴含的思政元素，如哲学思考、世界观方法论、辩证思维方法等。

表 1 列举了部分思政元素及对应的知识点。 
 

Table 1. Exam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knowledge points 
表 1. 知识点蕴含的思政元素举例 

课程知识点 思政元素 

信号和系统的关系 辩证统一关系 

模拟和数字、时域和频域的关系 矛盾对立统一 

信号分解与合成 分而治之的思想 

卷积和运算的物理意义 水滴石穿、余音绕梁、弘一法师的“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时域、频域和变换域分析法 多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宋代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盲人摸象的典故 
欠采样技术、噪声的有用性 事物的两面性 

车轮“反转”与抽样定理 眼见不一定为实，需要理性思维 

理想滤波器是对实际滤波器的建模 实际问题理想化、复杂问题简单化 

滤波的概念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3) “案例实践 + 思政”的支撑式 
以丰富的案例和课后实践任务为支撑，培养工科学生必备的科学精神、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工匠

精神、社会责任等；普及工程伦理、工程美育、工程规范。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a. 理论知识和技术在日常生活、通信、航天、卫星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案例、科研案例、

前沿案例等。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可以为社会、人民、应用服务，培养学生对行业的

认识，激发学习动力。如滤波技术在通信中的应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b. 任务驱动型的小组课后实践任务，如编程大作业、学习报告、调研报告、实验等，锻炼学生的团

队合作能力、工匠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c. 以机器人、DeepSeek、ChapGPT、AI 等前沿案例介绍人工智能、信息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

并普及工程伦理，让学生认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技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47


曾金芳 
 

 

DOI: 10.12677/ae.2025.155847 884 教育进展 
 

术风险。无论将来从事何种领域的工作，都要有社会责任和民族担当， 同时要考虑算法和产品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d. 通过对定理、信号流图、滤波器结构图的严谨规范性分析以及对程序代码、作业等格式的严格要

求，培养学生的工程规范意识。 
(4) “拓展 + 思政”的补充式 
补充学科和信息技术发展历史、科学家的故事，对知识进行拓展、思考和讨论等。 
a. 补充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明白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遵循客观

规律，意识到信息技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信息科技革命为经济的发展带来深刻变革，培养信息素

养，增强学习兴趣和动力。 
b. 补充信号处理领域科学家的故事，如傅里叶、拉普拉斯、维纳、卡尔曼、商农等，鼓励学生追求

真理，体会科学家刻苦钻研、不畏艰难的精神，敢于创新。 
c. 补充我国信息领域科学家的故事(钱学森、李衍达等)、信息科技方面的进展(北斗等)、成功企业发

展历程(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等，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最前沿技术，体验大国工匠的精神实质，激

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民族责任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d．对知识进行补充和拓展，让学生意识到随着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复杂环境的变化，技术是需

要发展和变革的，培养创新意识和探究精神。如针对“数字滤波器的理论和设计”这部分知识，补充介

绍了二维数字滤波器、现代滤波器的理论和设计方法，包括维纳滤波器、卡尔曼滤波器和自适应滤波器。 

4. “快速傅里叶变换”知识点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的提出，使傅里叶变换在计算机中实现成为可能，但是 DFT 运算量很大，尤

其是序列长度较大时，运算量更大，无法满足实时性的要求，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

简称 FFT 算法。 
本节以“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算法)”知识点为例，具体介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1) 导入：教师介绍 FFT 算法的提出背景及重要地位 
教学案例和素材：二战后，全球核军备竞赛开始无序发展，造成巨大的恶劣影响。一些世界领导人

呼吁全面禁止核试验，并签署了相关协议。但是，不确定有些国家是否会遵守协议，因此，需要找到一

种可靠探测地下爆炸的方法，并且能区分是地震还是爆炸。其中，库利和图基就是两名成员。库利和图

基从问题的根本出发，于 1965 年提出了 FFT 算法。FFT 算法是最有用的算法，也是改变世界的算法。 
课程思政元素：了解理论知识的提出背景和实际应用场景，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敢于创新、

大胆创新；学习科学家的钻研和探索精神。 
(2) 课前检测：FFT 算法分解思路 
教学案例和素材：通过提问的方式检查学生线上知识掌握情况，总结 FFT 算法的两种分解思路，即

为解决时域和频域的矛盾，分别从频域和时间的角度分解。引申到 TRIZ 创新理论的“物理矛盾与分离原

理”，简单介绍 TRIZ 创新理论。 
课程思政元素：通过具体算法实例，让学生了解 TRIZ 创新理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 自由讨论：分析 FFT 快速实现流图的特点、规范性和对称性 
教学案例和素材：结合两种 FFT 算法的计算公式、蝶形运算单元和快速计算图(见图 2 和图 3)，分析

FFT 算法的规范性和对称性，发现对称之美。FFT 算法被誉为是最优雅、最具美感的算法。 
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普及工科美育。 
(4) 分析 FFT 算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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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和素材：教师对傅里叶变换、DFT 和 FFT 进行对比和总结，突出 FFT 算法的重要性，FFT
算法是最巧妙的算法。补充介绍巴贝奇和埃达发明差分机失败的教训，他们希望发明一种性能优良、功

能丰富的计算机，但用复杂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Figure 2. The fast calculation graph of the time extraction FFT algorithm 
图 2. 时间抽取 FFT 算法快速计算图 

 

 
Figure 3. The fast calculation graph of the FFT algorithm for frequency domain extraction 
图 3. 频域抽取 FFT 算法快速计算图 

 
课程思政元素：启发学生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分而治之，同时也普及信息

技术发展史，培养信息素养。 
(5) FFT 算法的硬件实现 
教学案例和素材：简单介绍 FFT 算法在 DSP 和 FPGA 中的实现，并由 DSP 和 FPGA 芯片的介绍，

引出中国芯——魂芯 II-A。 
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6) FFT 算法的应用 
教学案例和素材：FFT 算法在理论和工程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 5G、WiFi、声呐、雷达等。

介绍测量领域典型的应用——电力谐波检测。 
课程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关注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增强专业自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7) 前沿技术——FFT 算法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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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和素材：介绍 FFT 算法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应用、斯坦福大学和莱斯大学有关 FFT 算法在

人工智能中的最新研究工作。 
课程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关注前沿技术，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5. 教学效果 

本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充分利用了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势，开展线上、线下课程思政实践。结

合专业培养目标、课程特色、行业发展和时代趋势，本课程的思政元素涉及国家、社会、专业和个人四

个层面，同时又侧重家国情怀、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塑造新工科学生的思想价值，得到了校内外同行

和教学督导的肯定和好评。课程团队成员的教书育人能力得到了提高，在教学平台、教改项目、教改论

文和教学比赛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生在学科竞赛、创新项目、专利、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对部分学生问卷调查统计(图 4、图 5)，学生对信息素养、团队合作能力的满意度和非常满意

度占比分别是 100%和 93.75%。 
 

 
Figure 4. Satisfaction survey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图 4. 信息素养的满意度调查 

 

 
Figure 5. Satisfaction survey of teamwork ability 
图 5. 团队合作能力的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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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以“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算法)”知识点为例，介绍《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塑造新工科学生的思想价值，很好地达成了专业课程的育人成效。对

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其它工科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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