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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在高校自动化和通信类专业中将“模式识别”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相结合的重要性和方

法。文章首先概述了“模式识别”课程的特点，包括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的重要性、涉及的关键知识

点，以及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结合课程特点，从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等方面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案例，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知识传授中，以期为相

关理工科课程的思政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最后，通过调查问卷结果来总结教学效果和实践经验并持

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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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method of combining “pattern recognition”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college auto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jors. Firs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tern recognition, including its importance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key knowledge points involved, and its role in the cultiva-
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ses are designed from the aspects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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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craftsman spirit, family and country feel-
ings and mission responsibilit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knowledge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
sign of relat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Finally, by adjusting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re summariz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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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的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实

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

治素质，使其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模式识

别”作为自动化和通信类专业中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它不仅涵盖了聚类算

法、感知器算法、贝叶斯判决、最近邻方法以及特征提取与选择等关键知识点，而且强调了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本文将探讨“模式识别”课程的特点，并设计相应的思政案例，从辩证思维思考问题、抓

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四个方面设计教学案例，以期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具有辩证思维、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复合型人才。 
本文首先总结了“模式识别”课程的特点，以此为基础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设计了

相应的教学案例。同时，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设计不同难度和深度的案例，以满足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求。最后通过分析学生关于课程思政融入效果的调查问卷，来进一步检测模式识别课程融合

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效果，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并持续进步。 

2. “模式识别”课程特点 

“模式识别”是自动化、通信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授课内容包括聚类算法、感知器算法、贝叶斯

判决、最近邻方法以及特征提取与选择[3]。模式识别这门课需要着重讲述模式识别的基本概念、基本方

法和算法原理。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因此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该通过实例讲述如何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实际应用之中，避免引用过多的、繁琐的数学推导。而思政元素案例的引入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

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教学的有机结合。“模式识别”课程的开设为后续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科学、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的案例设计围绕“培养复合型人才”

这一核心主题，深入分析了“模式识别”课程的主要特点，并通过以下四个逻辑线索展开。 
(1) 辩证思维的重要性。模式识别中的相关概念之间既存在区别又相互联系，这要求学习者采用辩证

思维去理解和分析。在课程学习中，需要认识到不同算法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它们在不同场景下的适

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2) 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模式识别课程中的问题往往复杂多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学习者具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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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能力。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是在处理模式识别问题时的一种有效策略，

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3)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模式识别领域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挑战和突破，这要求学习者具备持久的专

注力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学习和应用模式识别算法时，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算法参数，以达到更好的

效果，这体现了工匠精神在科技领域的应用。 
(4) 应用性强，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模式识别技术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科学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于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模式识别课程，学

生可以了解到这些前沿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挑战，从而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 模式识别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根据以上“模式识别”课程的特点，对该课程可融入的课程思政元素寻找切入点(如表 1 所示)，形成

的案例设计如下。 
 

Table 1. Entry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attern recognition course 
表 1. 模式识别课程中的思政切入点 

序号 授课要点 思政切入点 预期效果 

1 NFL 定理；梯度下降法；贝

叶斯决策；误差分析 
没有免费午餐定理、梯度下降法中步长设置、

贝叶斯决策的概率分析、误差的处理方法 
培养辩证思维，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思想 

2 奥卡姆剃刀原理；特征提取

与选择；Fisher 线性变换；贝

叶斯决策 

模型精简化、降低特征维数、贝叶斯决策中

损失函数大小的分析；变量间独立性的假设 
培养化繁为简，化难为易，

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 

3 模式识别的发展史；k-均值算

法；感知器算法； 
凡事不是一帆风顺的、K 均值的参数不断优

化、感知器算法逐步寻优 
培养坚持不懈和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4 模式识别的应用；贝叶斯算

法；聚类算法 
我国模式识别领域的技术突破、贝叶斯和 k
均值算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

社会责任感 

3.1. 辩证思维思考问题 

模式识别课程中建立分类识别的规则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对于初学课程的学生来说教师可以先从最

基础的没有免费午餐(NFL)定理引入。NFL 定理是指从模式识别的方法上来说，总想选用更加全面或者结

果更好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提高某个性能，带来的代价就会更大。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可以解决所有

实际问题的万能算法，每个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要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所以教师可以以此作为切

入点，融入思政元素，让学生们知道 NFL 定理最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先验知识的使用，也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模式识别学习的目标不是说训练出通用的模型，而是关于具体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并通过举例，比如学习物理有物理的方法，可能用这种方法用来学习英语就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以此来

让同学们明白要采用哲学辩证思维去处理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脱离问题的实际情况谈论模型优劣

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让模型的特点和问题的特征相匹配，模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而梯度下降法中步长的设置、贝叶斯决策理论和误差的分析就是 NFL 定理的典型应用。对于理解能

力强的学生，教师可以在深入分析以上算法原理时，也渗透这种哲学原则。例如，在梯度下降法中，步

长过小可能导致收敛速度缓慢，而步长过大则可能加速收敛，但当接近极值点时，过大的步长可能引起

过调现象，导致震荡。教师可通过这种既不应过大也不应过小的步长设置，引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

心思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贝叶斯决策理论也体现了辩证思维，它以最大后验概率为决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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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即根据后验概率的大小来判断类别。这种方法教导学生，世界并非非黑即白，而是需要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态地看待问题。此外，在模式识别中对误差的处理也应遵循这一原则，避免一概

而论，尤其是在处理特殊值时，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这些特殊值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以

上案例的引入来让学生们意识到辩证思维的重要性。 

3.2. 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 

模式识别中除了 NFL 定理外，还有另一个著名的定理为奥卡姆剃刀原理，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

个原理是指虽然复杂的模型通常能够得到精确的结果，但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还是模型越简单越

好。并且当模型本身过于复杂时候，样本的所有特征你都关注的时候，反而会由于一些特征存在的误差，

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由此可引出：我们对待问题需要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

盾。会使得我们解决问题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奥卡姆剃刀原理中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就是特征提取和选择，该方法是指通过变换和挑选来降低样

本的特征维数，这样就可以保留样本中的重要信息，忽略次要信息，也就是化繁为简。因为并不是所有

的特征都对分类有贡献，所以我们需要做变换和选择，抓住有利于分类的这些特征。这其中体现的思想

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在学习了更多的算法后，我们发现 Fisher 线性判别就是模式识别中

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提取方法。该算法的主要思想是把 n 维的样本通过变换以后投影到更有利于分类的一

维上，投影后要使同类样本之间类内距离小，不同样本类间距离大，以此来更好的分类。这种转换不仅

减少了计算量并且减少了无用特征分量。 
而使用贝叶斯算法进行判决时也是体现了这种哲学思想，是选用最小错误贝叶斯决策还是最小风险

贝叶斯决策取决于误判的损失函数大小。当两类损失函数相差较大的时候，选用最小损失准则进行判决

结果较为合理。当两类损失函数差不多的时候，就选用计算较为简单的最小错误贝叶斯决策即可。这背

后的灵魂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另外，为了方便计算，贝叶斯决策中引入的变量之间相互

独立的假设蕴含的思想就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这些案例的引入不仅能够辅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还

能促使他们深入理解知识背后的哲学内涵。 

3.3.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模式识别最开始的定义是让机器模拟人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识别或者学习的一种算法。虽然听起来

很简单，但是其发展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出现过两次低谷，一次是受限于算法比较简单，并且训练

模型所需的海量数据量当时也是无法提供。另一次是受限于电脑硬件水平，训练耗时太久，算法和硬件

性能都需要提高。随着科技的发展，算法训练和硬件性能得到了提高，使得模式识别领域得到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教师可以通过引入模式识别学科的曲折的发展历程，引导学生认识到所有的科学技术发展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长期实践、不断的学习、不断挑战自我，努力钻研、不能半途而

废。 
对于认知能力强的同学，教师可以通过 K-均值法和感知器算法再进一步渗透这一工匠精神。K-均值

法是一种经典的无监督学习方法，该方法是取定 K 个类别和选取 K 个初始聚类中心，按最小距离原则将

各模式分配到 K 类中的某一类，之后不断地计算聚类中心和调整各模式的类别，最终使各模式到其判属

类别中心的距离平方之和最小。K-均值算法在实际应用中被广泛用于图像分割、客户分类、数据压缩等

场景。教师需要对算法在这些场景应用的案例进行讲解，让学生明白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中，需要不

断调整和改进 K-均值算法，确保其能在不同的环境中保持高效和精确。这种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精益求精

的调整，正是对工匠精神的最佳诠释。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15


王思宇 等 
 

 

DOI: 10.12677/ve.2025.141015 107 职业教育发展 
 

对感知器算法进行思政元素融入时，教师可以先介绍它的由来，它实际上是最优化技术中的梯度下

降法，也是人工神经网络理论中的线性阈值神经元的学习算法。随后，通过引导学生运用感知器算法解

决具体实际问题，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参数迭代更新的机制、梯度计算的精妙以及收敛性分析的严

谨。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深入剖析感知器算法的理论框架，创新性地提出优化学习率策略及改进后

的收敛性分析方法。这一系列举措旨在鼓励学生对学习理论进行细致入微的探索，从而夯实其算法理论

基础并提升应用实效。更重要的是，通过亲身实践，学生能够深切体会到坚持不懈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这正是该精神在科技实践中的生动展现与传承。 

3.4. 家国情怀、使命担当 

最后教师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模式识别的概述、研究方向、应用领域和发展现状等方面的教学

中[4] [5]。首先先让学生理解模式识别的概念，其实就是让机器去代替人识别。然后通过案例的引入来教

授模式识别的知识点和应用领域，列举生活当中模式识别的经典案例，如人脸识别、智慧医疗和汽车自

动驾驶等。通过以上案例的讲解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来展现模式识别技术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

中的作用，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增强民族认同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6]。 
例如，在讲述贝叶斯算法时，列举传染病(如流感、COVID-19)的检测案例。通过结合历史数据和实

时监测数据，贝叶斯方法能够为疾病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可以利用这些预测

结果，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健康。并通过讲述在传染病防控期间的对比数据和感人案例来增强学生

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在讲述聚类算法时，通过列举该算法在医疗诊断、图像处理和交通管理上的应

用，让学生体会该专业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专业认同感，同时明确职业使命与价值。在讲述特

征提取这一章节的时候，引入人脸识别这一经典案例，人脸识别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率检测。通过教授

学生如何提高识别的正确率、降低错误率，引导学生学习知识，进一步达到科教兴国的战略。模式识别

课程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于应用广泛，所以就涉及到一些信息安全、国防安全和国防

战略等问题。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从而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讲解模式识别应用领域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时，以一些技术突破为切入点，例如我国的科技公司

如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在人脸识别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公司不仅在安防监控、支付验证

等领域应用人脸识别技术，还在智能城市、智能交通等方面进行了创新。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

言处理领域得到了突破。它的语音识别系统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和客服等领域，提供了实时的语音转

文本服务。科大讯飞的技术不仅支持普通话，还支持多种方言，极大地方便了不同地区的用户，体现了

对语言多样性的尊重和创新。在无人驾驶领域，百度的 Apollo 平台在模式识别技术的创新上取得了重要

进展。通过激光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的结合，Apollo 能够实时识别交通标志、行人和其他车辆，做出

安全的驾驶决策。这一技术的创新不仅推动了交通行业的发展，也为未来的智能交通系统奠定了基础。

在卫星导航领域，通过模式识别中的特征提取、分类与识别算法以及实时处理与优化等技术手段，北斗

导航系统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和分析数据，提供比其他国家的导航系统更准确、更可靠的导航服务。在医

疗领域，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开发了医疗影像识别系统。这些系统能够自动分析 X
光片、CT 扫描和 MRI 图像，辅助医生进行疾病的早期诊断。这一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医疗诊断的准确性

和效率，减轻了医生的工作负担，体现了对公共健康的关注和责任。在军事领域，东风洲际导弹在向太

平洋方向的试射中取得突破性成功。而模式识别的知识在导弹的制导、瞄准、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导弹的精确打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这展现我们国家在战略导弹技术上的卓越进步。 
教师可以通过这些实例的引入来展现模式识别技术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并且调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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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让学生切身体会模式识别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也确实的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并且掌握这些知识可以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意识。

同时也要为学生指出，虽然我国的模式识别技术近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不足。例如，

理论深度和算法创新性不足，数据质量与标注不足以及计算资源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增强学生的危机

意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模式识别算法，为国家的卡脖子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以

及使命担当。 

4. 案例实施效果的评估和分析 

4.1. 调查问卷 

在课程结束后，通过向学生们发送调查问卷，来分析思政案例引入后的教学效果。共收到 71 份有效

问卷结果，总的来说，同学们的认可度较高，具体内容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2. 调查问卷结果 

调查内容 统计结果 

课程思政环节设置 
是否感兴趣 

很有兴趣 
38.8% 

比较有兴趣 
36.8% 

一般 
24.4% 

不感兴趣 
0% -- 

知识点掌握情况 30~50% 
37.5% 

50%~70% 
38.4% 

70%以上 
19.8% 

其他 
4.3% — 

思政元素的理解情况 30%~50% 
28.8% 

50%~70% 
32.5% 

70%以上 
32.2% 

90%以上 
6.5%  

综合素质的提升 正确的三观 
91.2% 

职业道德和素养 
84.5% 

哲学思维 
65.7% 

社会责任意识 
95.2% 

其他 
34.5% 

思政元素融入方式的

改进建议 
形式多样化 

82% 
多结合时事热点 

52.5% 
多结合最新研究进展 

47.7% 
多互动 

92% 
其他 
32% 

 
关于“课程思政环节设置之后是否感兴趣”，有 75.6%的同学表示比较有兴趣，24.4%的同学表示一

般。关于“通过课程的学习，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掌握 50%以上的同学占了 62.5%。关于“通过学

习，思政元素的理解情况”，理解 50%以上的同学占了 71.2%。关于“课程思政对哪些综合素质起了提

升作用？”91.2%的同学选择了有助于正确三观的形成，84.5%的同学选择有助于职业道德和素养的培养，

95.2%的同学选择了有助于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关于“思政元素融入方式的改进建议”，82%的学生选择

形式多样化，52.5%的学生选择多结合时事热点，47.7%的学生选择多结合最新研究进展。通过分析学生

的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学生已经意识到了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生的学习态度

也更加认真，学习兴趣和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4.2. 改进方案 

在分析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过程中，我们对案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反思，并提出了

改进方案，归纳如下。 
(1) 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融合度。要确保思政元素与“模式识别”课程内容的紧密结合，避免生搬

硬套或割裂的现象。 
(2) 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在课程中要更加注重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

实践活动，提升学习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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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的创新。要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等，以更好

地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4) 评估体系的完善。需要建立健全的教学效果评估体系，定期收集和分析学生反馈，及时调整和优

化教学方案，确保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通过以上评估与反馈机制，我们将不断优化“模式识别”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教学实践，为

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贡献力量。 

5. 总结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一个国家要培养人才，既要育智，更要育人。所以

需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7]。使广大青年学子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不断提高，不断激发为中国梦矢志奋

斗的正能量。本文为“模式识别”课程设计了若干课程思政案例，巧妙地将专业知识与国家意识、社会

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相结合，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通过辩证思维的培养、抓主要

矛盾的哲学思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培育，课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

能，也强化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责任感。此外，课程还通过介绍模式识别在国家安全、公共卫生、智能交

通等领域的应用，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感，激发他们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贡献力量的意愿。通过

展示我国在模式识别技术上的成就和挑战，课程鼓励学生正视不足，积极投身于科技创新，为国家的科

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希望以上案例能为同类型的课程的思政教学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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