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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其中包括“要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自 2016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使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以来，对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

结合的再次强调。那么，对于在高校中所有专业都要开设的公共课

程来说，课程思政建设就是势在必行的。

1.1 课程思政的要素

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主要就是要是将思想政治的相关教

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价值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等等

融入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使其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

行为举止和道德理念产生影响。

（1）课程思政的本质是立德树人  教育的本质就是为了实现立

德树人。“传道授业解惑”，一直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

课程思政的主题理念是协同育人。课程思政的提出目的就是为

了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高

等学校作为我党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前沿阵地，必须要“育

人”、“育德”，提高教育质量，深化产教融合。“坚持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当代学生树立正

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

者和可靠的接班人”。[3][5] 

（2）课程思政的结构是立体多元，教学方法是显隐结合  课程

思政意味着教育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教学模式的改变。要求我们的

高校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积极探索实质性深入学生思想领域的教育

方式和手段，教学方法上把显式的知识教育与隐式的思想政治教育

有机的进行结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思想领域的思考，在专业知

识的学习过程中对其社会观、人生观产生积极的影响。[5]

1.2 OBE教育理念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OBE（成果导向教育）是指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

（Outcomes-Based Education），最早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

教育改革。美国学者斯派帝撰写的《基于产出的教育模式：争议与

答案》一书中对此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把 OBE 定义为“清晰地

聚焦和组织教育系统，使之围绕确保学生获得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实

质性成功的经验。”OBE 实现了教育范式的转换。

OBE 要求教师应该先明确学习成果，配合多元弹性的个性化

学习要求，让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完成自我实现的挑战，再将成果反

馈来改进原有的课程设计与课程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我们关注的是“Input”：课程的教学内容、

学分、课程的学习时间等等，以教师、教科书为中心，强调教师希

望的学习内容，缺乏教育的连续性；学生单纯以考试的分数作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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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果的评估。这点在公共课教学上体现尤为显著。在传统的的教

学模式中，是“全校一盘棋”，实行统一的教学方案与管理。这样

就体现不出不同专业对课程的不同需求，没有很好的达到课程的教

学目的，也没有很好的达到培养学生的教学目标。

而在OBE的教学理念中，更关注的是“Output”：以学生为中心，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以学生不断反馈为驱动，强调学习结果，教学

与学习过程不断改进，基于学习过程给予多种评估和持续评估，关

注的是设定的培养目标是否达成，在教学计划中体现出对毕业要求

的支撑，使学生能切实达到课程的培养目标。

在 OBE 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实际上，课程思政的教育元素可

以更好地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结合。让课程思政教育也“活”起来，

针对不同的专业教学目标，制定不同的课程思政教学环节与元素，

挖掘教学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必将真正实现“育德”“育

人”的教学目标。

2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建设

2.1 课程简介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于“课程”。没有好的课程建设，

“课程思政”功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学计算机基础》

为全校公共基础必修课，授课对象为全校所有专业一年级学生。多

年来，进行了课程的教材建设，课程体系改革，考试模式改革等多

方面的课程改革建设。曾经多次获得教学成果奖，课程建设成果显

著。由于本课程的课程性质为全校公共基础必修课，课程的面向是

全校一年级所有专业的学生，课程受众面广。对于课程思政建设，

《大学计算机基础》大有作为。

首先，在教学目标上，提升了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课程内容，

从认知基础入手围绕培养计算机思维，而不是传授简单的计算机理

论和操作。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不仅仅是讲解简单的计算机理论、

简单的计算机操作，而是培养计算思维，以计算机思维作为认知基

础，从科学思想方法这样的高度层面上进行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

改革和创新。从早期的注重计算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逐步

改革，进行教材的改版，教师的培训，逐渐调整为掌握计算学科的

基本知识和方法，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计算思维能力和信息素养为教

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提升，促进了教学内容的升华。本课程中蕴含着大

量的思政教育元素，通过对课程思政教育元素进行归纳挖掘，对课

程知识点、能力要求进行梳理，筛选出适合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在线学习等

形式，让学生在学习课程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深度融合并体现

课程思政教育元素，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进取心。

2.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根据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目标，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思

政元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挖掘：

（1）哲学思维教育  在计算机基础理论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对一

些基本哲学理论（如对立统一规律等）进行深入挖掘，采用翻转课

摘　要：本文结合 OBE 教育理念，探讨公共课《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案例设计与分

析，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阵地的功能，以实现全方位“育才”“育德”的高等教育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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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等教学形式，结合具体实例加深学生对这些规律的理解。

（2）人物事迹教育  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我国计算机

领域技术发展的进程中，结合我国的领军人物（如姚期智、陈国良

等）。他们在实现国产计算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中有很多

可歌可泣的事迹。通过对这些人物事迹的挖掘，可以更好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和报国热情。[2]

（3）时事政策教育  结合社会的当前热点问题，结合计算机专

业知识讲解，通过对这些时事政策的分析，增强学生的大局观和使

命感。

（4）教师科研成果  将学校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是落实科教协

同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最新的科学知识，还能够通过

老师的亲身经历传递敢闯会创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家国情怀。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还可以在特定的知识点中结合案例教学，

加入思政元素。如通过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从算盘到现代计算机），

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通过网络安全知识，结合网络安全的

案例，增加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信息安全保护意识，掌握一定的

安全保护手段等。

在思政元素的教学开展过程中，并不局限于课堂教师讲解的单

一方式，可以使用翻转课堂，课后讨论，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真正认同并学有所获。

2.3 具体案例设计

（1）计算机新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  一方面，网

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如 P2P 技术）既可以用来加速下载，又可以用

来制造僵尸网络；数据加密技术，既可以是保护数据的有效手段，

又可能被“黑客”是用来非法加密和勒索的手段；等等，这些都说

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

  （2）爱国主义教育  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二进制”

的提出是借鉴了中国的易经；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非常先进，连

续几年在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中名列前茅；等等，使学生增加民族

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在对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的讲解过程中，可以结合我国的国产

软件，进行分析对比，加以引导，设计实践练习题目，培养学生对

国产软件的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除了以上所述，还可以根据当前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对我国技

术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分析（如移动技术的发展；超级计算机的全球

排名等），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3）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教育  计算机智能化的发展方向让

大家对未来的人工智能产生了担心，结合一些案例（获过奥斯卡奖

的电影《机器人》等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伦

理教育内容，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十

条戒律、欧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使学生意识到信息化时代会

有更多的道德规范要了解和遵守，让学生认识诸如网络暴力、网络

谣言、盗版软件等不道德行为的危害。

    制作网络犯罪案例分析课件，通过对 CIH 病毒、熊猫烧香、

网络诈骗案等典型案例的分析，介绍我们国家对于计算机和网络技

术相关领域的法律条款，培养学生的法律法规意识，强化网络信息

规范意识，预防网络犯罪。

（4）传统文化教育  在计算机发展史的介绍中，适当引入我国

的历史文化（如算筹、算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可以设置相

应的翻转课堂话题，利用网络教学，在线论坛，混合式教学等教学

模式，增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3 结束语

本文围绕“课程思政”的主旨，结合 OBE 的教育理念，对《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进行归纳挖掘，对《大学

计算机基础》课程知识点、能力要求进行梳理，筛选出适合体现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在线学习等多种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习《大学计算机基础》

课程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深度融合并体现课程思政教育元素。

在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探索更多形式的课程思

政，与 OBE 理念实现有机贯通；通过具体案例的设计，将课程思

政教育元素，结合新的信息化手段开展、结合实践知识具象化，实

现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让学生在探索中感悟，在交互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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