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7), 623-627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7639     

文章引用: 白媛, 童峥嵘, 王俊峰, 韩萍. “通信工程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理念与实施[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7): 
623-627. DOI: 10.12677/ass.2024.137639 

 
 

“通信工程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理念与 
实施 

白  媛1，童峥嵘1，王俊峰1,2，韩  萍2,3 
1天津理工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2教育部信号类课程群虚拟教研室，天津 
3中国民航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4年5月31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6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29日 

 
 

 
摘  要 

“通信工程导论”是“通信工程”专业的入门课程，对导论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有助于对标“工

程教育认证”中的课程目标，推行“三全育人”教育思想。文章探讨了导论课程思政教改的理念、设计

及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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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the “Commu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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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Engineering” maj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helps to 
target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in the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riple Complet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design, and implemen-
tatio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introduc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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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信工程导论”是“通信工程”专业的必修基础课，也是通信工程专业的入门课程[1]。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可以使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认识所学专业的特点，了解和掌握通信系统基本概念和通信网的

结构、分类、现状与发展趋势；了解所学专业的基本概念、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专业思想和学习观，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为建立学生创新思维打下基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非思政类课程提出了承担思政教育功能的新要求，为推行“三全

育人”综合教育改革奠定基础[2] [3]。“课程思政”不仅仅对加强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起引领作用，更是

为顺利完成新百年发展使命进行保驾护航[4]。 
“通信工程导论”开设于大学的第一学期，正是大学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转换的关键时期。本门课

程对于学生四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至关重要，响应总书记的要求，对本门课程进行思想

政治教学改革势在必行[5] [6]。 
本文探讨了“通信工程导论”课程在思政教学改革实践中的理念、方法、措施和实施效果。 

2. “课程思政”的建设理念和教学设计 

“通信工程导论”课程为通信工程专业新生入学后的第一门与专业相关的课程，此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对标“工程认证”课程设置的培养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理念设计[7] [8]。 
“通信工程导论”工程认证课程目标为： 
1) 树立学生科技强国的坚定信仰，培养其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 
通信工程专业是富国强国的信息科学领域重要分支，培养的学生最终要使其成为国之栋梁。 
2) 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四年是学生建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黄金时期，开设在第一学期的“通信工程导论”课程对于学

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尤为重要。目标在于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通信工程专业。 
课程使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体系结构、前沿发展及就业前景等。 
4) 讲授后续课程所需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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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课程的后续课程为《通信原理》《通信网络基础》《移动通信》《微波与卫星通信》等专业课

程。该课程为后续课程提供基本概念和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完成从高中学习到专业课学习之间的过渡。 
5) 使学生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导论课程课时有限，通过有限的课时拓展无限的科技与思政领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才可能完

成这一目标，树立其终生学习的意识才可能在科技发展迅速变化的时代与时俱进。 
6)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式。 
导论课程肩负着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式，训练其创新性理念的任务。研究性思维和研究性学习方法、

演绎法和归纳法也在该课程中讲授。 
“通信工程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运用可以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

任的题材与内容，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成为通信工程领域德才兼备、全

面发展的人才。 
对标工程认证课程目标，“通信工程导论”思政教改理念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通过“通信工程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用课程内容，全方位激励

学生。 
2) 在教学实践中，充分考虑学生仅具备高中时期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按照教育部颁

布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从诚信品质、职业道德、责任意识、敬业精神、社会责任

等方面，将通信工程理论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3) 在授课方式上，充分利用授课教师长期与企业合作从事科研工作的优势，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意

识，拓展其胸襟眼界。 
4) 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正确处理利益诱惑与职业道德之间的冲突，守住道德

底线，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教书育人”的思想理念，伴随着思政教改的进行，对于培养品学兼优的学

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9]。 

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办法 

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理念指导下，建议采取如下的实施办法。 
在师资配备上，充分考虑下面两方面的因素： 
1) 因导论课程具有前瞻性特点，建议选择具有丰富科研经验的教师担任授课教师。授课过程中关注

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在深入浅出的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进而培养学生科技强国的爱

国主义思想。 
2) 交叉合作，推动课改。同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通过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竭诚合作，使课程思政

与科技创新充分结合。 
一门课程可以达到的目标总是有限的，在未来四年的教学中，需要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

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老师的通力合作，才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通信工程导论”课程传授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全方位融

入思政理念。具体可以采取如下的实施办法。 
1) 打破传统幻灯片讲解模式，建立课程思维导图结构，授课中帮助学生了解讲课思路，同时结合雨

课堂掌握授课内容。 
2) 突出重难点内容，课程讲授中，将关键与重点内容穿插板书进行讲解，得到学生的普遍关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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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 
3) 利用雨课堂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教学互动，学生通过雨课堂等积极提出问题，大大提高了互动效

果，引导学生对知识学习举一反三。 
4) 课堂中开设讨论时间，设置思政思考题，鼓励学生针对通信领域的思考题展开讨论，引导学生思

想碰撞。 
5) 课堂中开设共享时间，鼓励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并在课上共享，且分享心得体会，帮助学生掌握更

多关于通信领域的时事新闻。 
6) 鼓励学生针对某一个感兴趣的专题撰写报告，根据报告内容反馈指引课堂教学。在阅览作业中发

现，同学们针对通信领域的应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此也提示未来授课中应该更多倾向于理论与实际

的应用。 
7) 课前播放国家大政方针相关视频，充分利用课前 10 分钟，播放与本行业相关的视频，这一举措

使学生进入教室时间普遍提前。 
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根据不同学校特点，可采取多种实施办法，且根据培养效果，不断调整。 

4. “课程思政”教改实例 

 
Figure 1. Part of teaching plan 
图 1. 课程教案节选 

 
“通信工程导论”课程某一章节的内容为“通信发展简史及应用”，以本章为例说明教改的部分举措。 
专业教师在讲授通信发展简史的时候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通过历史变革描述通信的基本概念和发

展趋势，第二，通过对通信简史的介绍，帮助学生理解科技发展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甚至是生存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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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树立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紧迫感，扩张学生视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家国情怀眼界。 
课程按照如下的顺序讲授，图 1 展示的是课程教案的部分内容。 
课上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提问与回答的互动。在讲授过程中，老

师将通信技术发展史与中国近代史相对照，提醒学生不要忘记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引发课堂高潮的是，教师讲授到近代通信发展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中国在世界通信技术上的贡献，

这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5. 结语 

通过思政教学的引入，提升了课程讲授的思想内涵，改变了以往全面侧重技术讲解的思路，以思政

带技术，教学思路的调整反而促进了技术的讲授，被激发起学习热情的学生更容易理解高精尖的技术理论。 
在对毕业生的反馈调查中发现，很多毕业生表示通信工程导论是学生记忆最深的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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