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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育人ꎬ 为战育才
———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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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ꎬ 发挥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ꎬ
进行了武器装备系统概论 “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ꎮ 在传授武器装备系统专业知识的同时ꎬ 积极

利用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ꎬ 提高学员思想政治素质ꎬ 使其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强军兴国、
践行强军使命等ꎬ 实现德育智育相互促进ꎮ 通过改革探索ꎬ 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关键词: 课程思政ꎻ 武器装备系统ꎻ 改革实践ꎻ 四个自信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 － ８８７４ (２０２２) ０３ － ００９１ － ０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ｅａｐ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ＵＯ Ｊｉｎ￣ｌｉｎꎬ ＴＡＮＧ Ｊｕｎꎬ ＬＡＯ Ｓｏｎｇ￣ｙａ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ｆｅ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７３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ｅａｐ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ａ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ｓ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ꎬ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ｆｕｌ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ｒｍ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ｗｅａｐ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ｒｅｆｏｒｍꎻ
ｆｏｕｒ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ꎬ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ꎬ 各类课程

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ꎬ 形成协同效

应[１]ꎮ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程是国防科技大学军

事普及类的公共课程和部分专业的必修课ꎬ 教学

受众面广ꎬ 课程蕴含丰富思政元素ꎬ 可以有效承

载和发挥思政教育功能ꎮ 当前ꎬ 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与实践正在全国各高校如火如荼展开ꎮ 因此ꎬ
开展武器装备系统概论 “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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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和实践正当其时ꎮ

　 　 二、 课程概述及思政教学改革可

行性

　 　 国防科技大学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程是学校

长期重点建设的高水平课程ꎬ 现为国防科技大学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军队优质课程ꎮ ２０１８ 年被遴

选为湖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ꎬ ２０２０ 年

被评为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 (非线下)ꎮ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程旨在使学生在掌握典

型武器装备基本技术原理的基础上ꎬ 了解武器装

备的形态类型、 战术技术性能ꎬ 理解典型作战样

式中武器装备的运用原则与方法ꎮ 课程属于军事

普及类的公共课程ꎬ 具有较广泛的受众基础ꎮ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 线上选课人数超过 ４５００ 人ꎮ 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实践具有天然的优势ꎬ 能取得更大的

效果ꎮ
课程以战争与武器、 不同作战样式对武器装

备的需求为切入点ꎬ 突出介绍了典型武器装备的

科学与技术原理ꎬ 装备体系与作战应用ꎮ 课程内

容设计采用如图 １ 所示的总体框架ꎬ 按照力量投射

(送) 的角度将武器装备划分为弹药、 武器、 平台

和体系四个层次[２]ꎬ 对每一型平台ꎬ 按概述、 科

技原理、 典型装备及体系和作战运用四个方面开

展教学实践ꎮ 其中: １ 概述ꎬ 概述装备发展历程、
概念、 作用、 分类ꎻ ２ 技术原理ꎬ 介绍装备攻、
防、 机动等技术原理ꎻ ３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ꎬ
介绍装备功能及性能ꎻ ４ 作战运用ꎬ 包括运作原

则、 方式、 优势 /缺点ꎮ

图 １　 课程内容组织形式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 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教

育元素ꎬ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ꎬ 将使学员在学习武

器装备系统科技知识的同时ꎬ 受到高尚精神的深

刻洗礼ꎬ 增强思想政治素养ꎬ 提高思想道德水平ꎬ
增强民族自豪感ꎬ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和文化自信ꎬ 更加坚定为强军兴军贡献力

量的决心ꎬ 增强敢打战、 打胜战的信心ꎮ 因此ꎬ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诸多

优势ꎬ 具有很强的可行性ꎮ

三、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设计与实践

课程组从如下两个方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一) 以思政为引领ꎬ 进行教学内容的整体

设计

针对课程包含丰富思政元素这一特点ꎬ 教学

团队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ꎬ 以思政为引领ꎬ 进

行教学内容的整体设计ꎮ 对于每一型武器装备系

统ꎬ 首先概述该型装备的发展历程、 概念、 作用

及分类ꎬ 然后详细介绍装备攻、 防、 机动等相关

的关键技术原理ꎬ 接着介绍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的功能及性能ꎬ 最后介绍装备的作战运用ꎬ 包括

运作原则、 方式、 优势 /缺点ꎮ 在概述部分ꎬ 注重

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介绍我军的一些以简陋装备打

败敌人的著名战例中或我国武器装备的研发过程

中ꎻ 在技术原理介绍部分ꎬ 突出将思政元素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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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装备的设计介绍之中ꎻ 在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讲授部分ꎬ 突出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介绍近年来我

国层出不穷的新型武器装备之中ꎻ 在装备作战运

用介绍部分ꎬ 注意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介绍我军用

落后装备通过创新战法打赢强敌故事之中或基于

新型装备练兵打仗的故事之中ꎮ
总之ꎬ 注重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每一个

教学内容中ꎮ
(二) 以思政资源为手段ꎬ 积极开展思政教学

实践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ꎬ 教研组成员平时注重思

政教学素材和资源的搜集与整理ꎬ 以思政资源为

手段ꎬ 积极开展思政教学实践ꎮ 如在讲解无人作

战系统时ꎬ 正值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纳

卡冲突ꎮ 通过播放介绍阿塞拜疆灵活运用无人机

赢得战争的视频资源ꎬ 一方面让学员认识到利用

已有装备创新战法的重要性ꎻ 另一方面通过分析

亚美尼亚失败的原因ꎮ 告诉学员们ꎬ 我们之所以

能笑谈世界风云ꎬ 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好了ꎬ
而仅仅是因为中国这个大国靠自己的力量变强大

了ꎮ 事实再一次证明ꎬ 虽然已经是 ２１ 世纪了ꎬ 世

界仍旧是那个残酷的世界ꎬ 落后就要挨打ꎬ 要想

不落后挨打ꎬ 就必须奋发图强ꎮ
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中ꎬ 教研组从如下九

个方面突出课程思政元素:
１ 展示我国武器装备发展最新成果ꎬ 坚定学

员 “四个自信”ꎬ 增强学生敢打战、 打胜战的信

心ꎮ 习近平主席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指出: “武
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ꎬ 是国家安全和

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ꎮ 建设一支掌握先进装备的

人民军队ꎬ 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ꎮ” 在教学

中ꎬ 结合相关知识点ꎬ 展示和介绍近年来我国频

频亮相的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ꎬ 以此为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点ꎬ 大力增强学员的 “四个自信” 和坚

定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的决心ꎬ 增强敢打战、 打

胜战的信心ꎬ 激励学生矢志强军兴国ꎮ
近年来ꎬ 我国新型武器装备层出不穷ꎬ 让人

惊叹不已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我国自主研制的预警机 “空
警 － ２０００” 开始服役ꎬ 彻底洗刷了过去在引进国

外预警装备时受到的羞辱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我国研

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歼 － ２０ 和大型运输机运 －
２０ 先后正式亮相ꎬ 标志我国进入大国空军俱乐部ꎮ

建国 ７０ 周年大阅兵上亮相的各型导弹充分体现了

我国战略威慑与核反击能力大幅提升ꎮ 新型大型

水面舰艇的快捷下水ꎬ 让人目不暇接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 ００１Ａ 在大连正式下水ꎬ 标

志着我国完全具备了独立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人民海军 ０５５ 型大型驱逐舰在

世人面前惊艳亮相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０７５ 型两栖攻击

舰正式下水ꎮ 这标志着人民海军武器装备建设进

入世界一流水平ꎮ
２ 讲述科学家先进事迹ꎬ 厚植学员爱国主义

情怀ꎮ 科学无国界ꎬ 但科学家有祖国ꎮ 科学家应

该具有家国情怀ꎬ 胸怀国家和民族ꎮ 在武器装备

发展历程及典型装备介绍中ꎬ 讲述我国武器装备

研发领域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ꎬ 如在讲授

枪炮知识时ꎬ 介绍兵器制造专家吴运铎为研发枪

弹ꎬ 四次负重伤ꎬ 浑身上下有 ２００ 多处炸伤ꎬ ４ 根

手指被炸断ꎬ 左眼被炸瞎ꎬ 一条腿被炸断ꎬ 被誉

为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的故事ꎻ 在讲授导弹

时ꎬ 介绍学校 “背心院士” 高伯龙废寝忘食研制

激光陀螺ꎬ 让中国成为继美、 法、 俄之后ꎬ 第四

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的故事[３]ꎻ 在讲

授我国弹道发展历程时ꎬ 介绍钱学森的伟大事迹ꎻ
在讲授航母舰载机起降原理时ꎬ 介绍歼 １５ 舰载机

工程总指挥罗阳忘我工作ꎬ 因公殉职ꎬ 以及舰载

机飞行员张超被誉为 “人民英雄” 的事迹等ꎬ 增

强教学效果ꎮ
３ 介绍武器装备系统对抗、 体系对抗运用情

况ꎬ 培养学员系统思维ꎮ 课程建设的一个指导原

则就是突出培养学员对武器装备的系统观ꎬ 理解

现代战争绝不是单一武器装备的对抗ꎬ 而是系统

与系统、 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ꎮ
系统思维的核心是需要学会用整体的、 关联

的和动态的方法看问题ꎮ 武器装备系统是为了完

成一定军事任务、 由相互配合的武器和技术装备

组成并具有一定作战功能的有机整体ꎮ 随着军事

技术的发展ꎬ 现代武器系统越来越复杂ꎬ 许多单

一武器系统也可以看成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

系统ꎮ 教研组将培养学员的系统思维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ꎬ 突出装备体系及其作战应用的学习ꎬ
如 “数字化装甲装备体系” “野战防空作战体系”ꎮ

４ 体验机械之美ꎬ 培养学员科学精神和工匠

精神ꎮ 科技是推动武器装备发展的最重要动力ꎮ

３９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总第 ２０８ 期)

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ꎬ 都首先被应用到武器装备

的研制ꎬ 因此ꎬ 武器装备代表了最高精尖的科学

技术ꎮ 我校学员未来或走上作战指挥岗位ꎬ 或走

上科技研发道路ꎬ 或从事其他工作ꎬ 通过学习武

器装备知识ꎬ 感受武器装备各个部件、 系统之间

有机组合ꎬ 可以体会到机械之美ꎬ 培养科学精神

和工匠精神ꎮ 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是每一位普通

工作者身上应体现的高尚品质[４]ꎮ 如关于飞机发

动机ꎬ 陆上装备使用的活塞式内燃发动机ꎬ 枪械

及火炮ꎬ 固、 液火箭发动机等知识点的学习ꎬ 既

能让学员体会到机械之美ꎬ 也能让学员认识到我

们每个个体ꎬ 只有有机地融入到一个组织或集体

中ꎬ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５ 回顾运用新技术创造新战法战例ꎬ 培养学

员创新精神ꎮ 武器装备系统必须在合适的编制体

制下ꎬ 由作战人员通过一定的教育训练ꎬ 掌握先

进武器装备的使用要求ꎬ 才能最终实现作战能力

的生成ꎮ 要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ꎬ 必须

充分发挥人的作用ꎬ 实现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ꎬ
从而生成强大的作战能力ꎮ 结合知识点学习ꎬ 突

出介绍运用新技术创造新战法战例ꎮ 如在学习防

空导弹作战运用时ꎬ 介绍我国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末

和 ６０ 年代初通过创新战法ꎬ 利用地对空导弹击落

５ 架 Ｕ２ 型高空侦察机的战例ꎬ 培养学员的创新精

神ꎮ 此外ꎬ 通过对 “以叙贝卡谷地之战”、 阿塞拜

疆与亚美尼亚 “纳卡冲突” 等战例的介绍ꎬ 让学

员知道ꎬ 只要我们发挥聪明才智ꎬ 善于运用新技

术ꎬ 创新战法ꎬ 胜利必将属于我们ꎮ
６ 分析利用先进装备仍未能取得战争胜利的

原因ꎬ 培养学员批判性思维ꎮ 历史上曾出现过大

量落后武器装备国家打败先进武器装备国家的战

例ꎮ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美军多次利用先进武

器装备侵略落后小国ꎬ 虽然赢得了各个战役ꎬ 却

输掉了整个战争ꎬ 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ꎮ
课程中通过介绍这些战争和装备应用案例ꎬ 让学

员既认识到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ꎬ 也

认识到不能唯武器论ꎬ 认识到人才是战争的决定

性因素ꎮ
７ 介绍我军以劣势装备打胜仗战例ꎬ 培养学

员革命乐观精神、 尚武精神ꎮ 尚武精神是一个民

族能够长期屹立民族之林的基本精神ꎮ 缺乏智慧

的意志力是虚弱的ꎬ 缺乏意志的智慧力是危险的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发挥了相对劣势装备的最大

战斗力ꎬ 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ꎬ 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血液里流淌着的尚武精神ꎮ 现在正

处于强军兴国的关键时期ꎬ 更需要大力培养新一

代军人的革命乐观精神和尚武精神ꎮ 如在讲授火

炮武器知识及作战运用时ꎬ 介绍黄洋界保卫战过

程ꎬ 带领学员们一起朗诵毛主席的词 «西江月
井冈山»ꎮ “黄洋界上炮声隆ꎬ 报道敌军宵

遁”ꎬ 豪迈的革命情怀油然而生ꎮ 在讲授海上平台

作战应用时ꎬ 介绍 “３１４” 赤瓜礁海战的作战过

程ꎮ 当学员们了解到杨志亮同志英勇负伤后ꎬ 把

打伤的胳膊别在皮带上继续战斗ꎬ 后因流血过多

昏迷四天三夜时ꎬ 深深地被这种精神所感染ꎮ
８ 介绍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发和作战应用过程ꎬ

培养学员团队协作精神ꎮ 团结是一切力量的源泉ꎮ
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是各个参战部队团结协作

的结果ꎬ 因此需要大力培养和塑造学员的团队协

作精神ꎮ
随着技术的发展ꎬ 武器装备系统越来越复杂ꎬ

需要多团队大协作才能完成研发ꎮ 比如介绍航母

相关知识点时ꎬ 告诉学员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研制

工作涉及 ５００ 多家配套单位ꎬ 包括军队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企业、 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ꎬ 充分体

现了全国协作和军民融合ꎮ
一体化联合作战正成为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ꎮ

联合作战的精髓是统一、 凝聚和相互信任ꎬ 需要

各个参战部队、 参战系统的密切协作ꎮ 在讲授各

个作战平台及其作战应用时ꎬ 学员都深度感受到

军队中团结协作的重要性ꎮ 现代海上编队作战ꎬ
需要两艘以上舰艇或两个以上舰艇战术群遂行任

务时的兵力编组ꎬ 以核心舰艇为主ꎬ 密切协同动

作ꎬ 以执行主要任务的舰艇或战术群为主ꎬ 规定

各兵力的行动程序、 协作方法ꎬ 建立可靠的通信

联络ꎬ 并及时协调ꎬ 以发挥整体威力ꎮ
９ 认识差距和不足ꎬ 鼓励学员矢志强军ꎬ 为

国防现代化继续努力ꎮ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武器装

备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ꎬ 但仍要认识到ꎬ 在

很多方面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强国ꎬ 尤其是与美国

俄罗斯的先进装备相比ꎬ 还有不小的差距ꎮ 在课

程讲授过程中ꎬ 也通过性能指标客观对比ꎬ 分析

与美俄同型装备的差距与不足ꎬ 借此鼓励学员们

努力学习ꎬ 矢志强军ꎬ 为国防现代化作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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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攻击机及其性能特点知识点时ꎬ 对比

我国的强五攻击机与美国 Ａ － １０ 攻击机、 俄罗斯

的 Ｓｕ － ２５ 攻击机的作战半径、 载弹量、 火力等作

战性能指标ꎬ 让学员了解到ꎬ 在该型装备上ꎬ 我

们与美俄有巨大的差距ꎬ 同步也介绍了强五攻击

机的设计师陆孝彭院士克服巨大困难ꎬ 努力不懈ꎬ
“只要祖国需要ꎬ 我就能搞出来” 的优秀事迹ꎬ 希

望学员们戒骄戒躁、 努力学习、 向先进人物学习、
矢志强军ꎬ 为国防现代化继续努力ꎮ

四、 课程思政改革成效

思政教育教学效果具有间接、 长期的特点ꎬ
难于简单量化ꎬ 因此ꎬ 课程思政改革效果评价也

是一个难题ꎬ 最终需要看是否有助于学员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以及社会观、 历史

观和政治观等[５]ꎮ 而对于军校学员的思政培养评

价ꎬ 更需要侧重学员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强军目

标、 献身强军实践的培养效果ꎮ
在课程改革探索和实践过程中ꎬ 教员关注思

政改革成效问题ꎮ 课程思政改革是否有实效? 一

方面ꎬ 课程组通过细心观察学员精神面貌来定性

评价课程思政改革效果ꎬ 发现学员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有大幅度提升ꎬ 课堂表现也更加活跃主动ꎮ
另一方面ꎬ 课题组也专门设计了问卷ꎬ 在课程结

束时对学员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发出 １３０ 份ꎬ
收回 １３０ 份)ꎮ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如图 ２ 所示)ꎬ
学员对思政改革的反应是积极向上的ꎬ 他们容易

接受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方式ꎮ 总之ꎬ 该课

程的思政改革探索和实践实现了德育智育相互促

进ꎬ 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效果ꎮ

五、 结语

课程承载思政ꎬ 思政寓于课程ꎮ 课程思政改

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ꎬ 这必将促进思想政

图 ２　 “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调查主要结果统计

治教育迈上新台阶ꎮ 课题组结合课程内容设计及课

程特点ꎬ 针对各个教学环节设置了思政教学内容ꎬ
并开展了教学实践ꎬ 着力培养提高学员九个方面

的思政素质ꎮ 思政改革成效分析表明ꎬ 课程的思

政改革探索和实践实现了德育智育相互促进ꎬ 取

得了积极的改革效果ꎮ 因此ꎬ 课程思政改革是可

行的、 有成效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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