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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课程思政”立体化教学资源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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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优质的教学资源是提升课程教学品质和效果的关键。以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

程为例，从课程教学团队建设、“课程思政”多媒体教学资源构建和 “课程思政”教学渠道建设

三个方面，探索和实践了立体化课程思政教学资源构建。建设了积极投身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

高水平教学团队，构建了蕴含丰富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有机融合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库，

形成了多平台全方位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教学渠道。思政教学资源建设为顺利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提高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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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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

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１］。自此全国高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

践的热度逐年急剧攀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

践的前提是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构建思

政教学资源。从广义上来讲，教学资源是指在学

校教育活动中，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围绕

提升教学品质而开展的所有教学要素的总和，包

括支撑教学的以及为教学服务的人、财、物、信

息等［２－３］。优质的教学资源是提升课程教学品质和

效果的核心。优质的课程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开发

是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

如何构建优质的教学资源及其运行机制，是广大

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热点。

本文以本教学团队长期精心建设的湖南省一

流本科课程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为例，从课程

教学团队建设、“课程思政”多媒体教学资源构建

和 “课程思政”教学渠道建设三个方面，总结近

年来教学团队在 “课程思政”立体教学资源建设

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二、课程教学团队的 “思政素养”

建设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对应着教学资源中的

“人本”资源，在教学资源配置中是最具能动性的

主体，其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认识及自身的价值

取向，直接决定课程思政教学的高度、深度和效果。

因此，加强课程教学团队，尤其是专业课教学团队

建设，是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

长期以来，高校中不同程度存在专业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 “两张皮”现象，将思政教育与专

业课教学分割开来，两者呈现泾渭分明的状态。

此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时间不长，很多教员对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的认识不够深刻，参与积

极性不高，教学手段单一。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

需要加强课程教学团队的 “思政素养”建设。

自课程思政教育改革以来，课程教学团队高

度重视自身的 “思政素养”建设，通过 “三个坚

持”提高教学团队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实践

能力。

一是坚持全员定期学习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性、纲领

性文件，让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深化于心。其中，

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日）、《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等。通过学
习，所有教员深刻认识到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也保证了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不走样、不偏航。

二是坚持全员定期参加各类课程思政建设经

验分享研讨会和培训，让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外化

于行。自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兴起以来，要求教学

团队中每人每年必须参加两次与课程思政建设相

关的研讨会和培训，如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

培训中心主办的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

高教国培组织的教学名师思政教学改革经验分享

会等。通过学习和培训，借鉴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的优秀经验，提高教学团队的课程思政教学与实

践能力。

三是坚持持续改进的理念，对课程进行思政

教学改革设计，让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开花结果。

教学团队坚持持续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搜集相

关思政教学资源，与课程专业内容进行融合设计，

最终通过集体备课和个人备课相结合、教学实践

反馈改进的方式，持续形成课程思政内容与专业

内容有机融合的教学成果。

通过积极持续的 “思政素养”建设，目前课

程教学团队积累了丰富的思政教学改革经验，教

学效果良好，多名教员获得了学校或学院教学督

导 “优秀”评价。

　　三、“课程思政”多媒体教学资源

构建

（一）课程思政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

为了有效支撑课程思政的教学，在挖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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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基础上，教学团队深入探析课程内容与

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寻找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最佳契合点，深挖广建专业课程思政教学

资源，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与专业课程内容进行

有机融合设计。

“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典

型武器装备基本技术原理的基础，了解武器装备

的形态和类型、战术技术性能，理解典型作战样

式中武器装备的运用原则与方法［４］。课程总体按

照概述、技术原理、典型装备及体系和作战运用

四个环节进行每一型装备的课程内容设计，如图１
所示。 （１）概述，概述装备发展历程、概念、作
用、分类； （２）技术原理，介绍装备攻、防、机
动等技术原理； （３）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介绍
装备功能及性能；（４）作战运用，包括运作原则、
方式、优势／缺点。

图１　课程内容设计

　　将思政教育的切合点有机融汇于专业课程教
学当中，以 “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方式达到思政

教育目的。教学团队将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

进行了融合设计，如表１所示。例如，在概述部分
的武器装备发展历程介绍中，或装备体系与典型

装备部分的典型装备功能性能介绍中，展示和介

绍近年来我国频频亮相的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

如 “山东”号航母、“０５５”型驱逐舰、歼 －２０战
斗机、运－２０运输机、东风 －３１导弹等，以此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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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敢打仗、打胜仗的信心，激励学生矢志强军兴国。

表１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内容融合设计

序号 思政元素
对应教学内容设计

单元 内容环节

１
坚定学生 “四个自信”，增强学生

敢打仗、打胜仗的信心

概述 发展历程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典型装备功能性能

２ 厚植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概述 发展历程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典型装备功能性能

３ 培养学生系统思维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装备体系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作战运用原则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方式

４ 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技术原理 攻击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防御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机动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信息感知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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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思政元素
对应教学内容设计

单元 内容环节

５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概述 战场作用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原则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方式

６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概述 战场作用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原则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方式

作战运用 装备优缺点

７ 培养学生革命乐观精神和尚武精神
概述 战场作用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方式

８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概述 发展历程

概述 战场作用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装备体系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原则

作战运用 作战运用方式

９
鼓励学员矢志强军，为国防

现代化继续努力

装备体系与典型装备 典型装备功能性能

作战运用 装备优缺点

　　经过上述设计，结合课程思政教学辅助资源
建设，形成了一套蕴含丰富思政元素、课程思政

元素与专业内容有机融合的教学课件，作为课堂

教学的主要资源。

（二）课程思政辅助教学资源建设

课程教学团队还积极通过公开新闻报道、网

络等公开渠道搜集构建了五种思政教学辅助资源。

资源形态包括文字新闻、图片、视频等。一方面

支撑教学课件的制作；另一方面也支撑学生课前

课后线上的扩展阅读。其与思政元素对应关系如

表２所示。

表２　思政教学辅助资源与思政元素对应关系

序号 辅助教学资源 对应教学思政元素

１ 我国武器研发领域

杰出人物的事迹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２ 我国先进武器装备

的公开报道

坚定学员 “四个自信”，增强

学生敢打仗、打胜仗的信心

３ 世界知名战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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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辅助教学资源 对应教学思政元素

４ 武器装备技术原理及

研发过程

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５ 国际军事新闻报道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鼓励学生矢志强军，为国防现

代化继续努力

一是讲述我国武器研发领域杰出人物的事迹，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团队协作精神。近现代

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在武器装备研发领域，

我国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民族脊梁式的杰出人物，

他们为我国武器装备发展，为国防现代化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这种家国情怀、奉献精神是国家和

民族宝贵的财富。同时，在武器装备研发过程中，

他们呈现出来的团结协作、不计功名的精神，都

是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资源。结合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组积极从公开渠道搜集了包括被称为中国的

“保尔·柯察金”的兵器制造专家吴运铎， “中国

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核弹专家钱

三强、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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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专家王泽山，“背心院士”高伯龙，歼－１５舰
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舰载机飞行员张超，９９Ａ主
战坦克总师毛明，强－５总师陆孝彭，歼－２０总师
杨伟，运－２０总师唐长红，一生向蓝 “铸舰”的

潘镜芙院士，“中国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院士等

近五十人的优秀事迹，包括公开新闻报道、互联

网视频图片介绍、影视等多媒体资源，并将这些

多媒体资源有机地融入专业教学内容中，实现润

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二是介绍我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公开报道，坚

定学生 “四个自信”，增强学生敢打仗、打胜仗的

信心。近年来，我国新型武器装备层出不穷，新

型预警机、新型战斗机、运输机、新型导弹、国

产航母、新型驱逐舰等，让人应接不暇。搜集这

些新装备的公开新闻报道、入列视频图像、火力

展现视频等资源，在相关专业内容学习时，展示

和介绍给学生，能极大地增强学生的 “四个自信”

和坚定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的决心，增强敢打仗、

打胜仗的信心。

三是回顾世界知名战例，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批判性思维、系统思维、革命乐观精神和尚武精

神。课程教学团队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现代以来与

世界知名战例相关的文字介绍和视频资源，如我

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利用地对空导弹，
通过创新战法击落５架 Ｕ２型高空侦察机的战例。
有部分资源介绍的是利用先进装备仍未打赢战争

的战例，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认识到不能

唯武器论；认识到人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认

识到武器装备不是最先进就最好，而应该在综合

分析国家作战需求、作战目标、经济实力等因素

基础上，选择最合适本国的武器装备。部分资源

描述的是系统作战、体系作战的战例，如介绍美

国在 “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海陆空天电

各型装备如何协同作战取得战场控制权，让学生

理解现代战争绝不是单一武器装备的对抗，而是

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部分资源介绍

的是利用劣势装备打赢战争的战例，如黄洋界保

卫战、“３·１４”赤瓜礁海战，让学生受到革命乐
观精神、尚武精神、英勇无畏精神的感召。

四是讲解武器装备的技术原理及研发过程，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课程组搜集整理了大量介绍有关武器装备的机动、

火力、防护等方面技术原理的动画和视频、图片、

文档资料等多媒体资源。这些资源除了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武器装备背后的技术原理，如观看

活塞式内燃发动机、燃气轮机、涡喷发动机、涡

轮风扇发动机、固液体火箭发动机等结构组成和

工作的视频，还能让学生感受到武器装备各个部

件、系统之间的有机组合，体会到机械之美，培

养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些资源也包括武器装

备系统研发过程的介绍。武器装备系统越来越复

杂，需要多团队大协作才能完成研发，如航母的

研发过程。通过对这些资料的介绍，让学生感受到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每个个体，只有有

机地融入一个组织或集体中，才能产生更大的作用。

五是分析国际军事新闻报道，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矢志强军，继续努

力。结合最新军事与武器装备相关的时事新闻，

围绕着课程专业教学内容，展开讨论或辩论，如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纳卡冲突和俄乌冲突中大量出

现了利用无人机成功击毁坦克的新闻，开展关于

未来坦克在战场上的作用及坦克发展方向的讨论，

鼓励学生积极运用新技术创新战法，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维。介绍西方新式作战概念设计及实践新

闻，如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实践的 “无人作战”

“战斗云”理念，让学生认识到不足和差距，鼓励

学生矢志强军，为国防现代化继续努力。

四、“课程思政”教学渠道建设

思政内容的学习不仅仅是认知过程，更是一

种体验。对于价值观、情感、人文精神的塑造，

主要不是靠说教，不是靠书本知识，不是靠督促，

而是靠学生自己去体验、去观察、去感悟。因此，

环境在精神塑造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每个人都是

环境的产物，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思政教育环境，

让学生在这个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塑造自己的精神

世界［５］。

本教学团队积极构建多元平台混合式课程思

政教学渠道，探索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和手段，让

学员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都能感受到思政

教育。

一是在教学平台方面，积极采用雨课堂、微

信群、ＭＯＯＣ等平台分享发布与课程相关的思政教
学资源，设计和制作蕴含丰富思政元素和资源的

教学课件。

二是在教学模式方面，利用线上线下相衔接、

课前课中课后相结合的思政教学模式。通过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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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林，等：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课程思政”立体化教学资源构建

堂、微信群等平台线上发布思政教学资源供学员

课前课后观看或扩展阅读，或指导学员通过各种

渠道查阅相关资料，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信息进行

学习，增强思政教学效果。在线下课程教学过程

中，教员或学员讲述思政内容，或观看相关的多

媒体思政资源，然后展开研讨辩论，使课程教学

既严肃、又活泼，在欢声笑语中受到德智熏陶。

总之，构建多个渠道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让

学员处于一个良好的思政教育环境中，潜移默化

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思政教学目的。

五、结语

当前，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广

泛开展。思政教学资源的构建是有效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 “武器装备系统概

论”课程为例，从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课程思

政”多媒体教学资源构建和 “课程思政”教学渠

道建设三个方面，对教学团队近年来在思政教学

资源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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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类招生培养制度体系设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选择合适的组织管理模式，

构建科学先进的课程体系，以及配套完善的制度

体系，军队院校针对工程技术类学生开展大类招生

培养模式改革是可行的，也是对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１］　王路，赵海田，张磊．高校大类招生分类培养实践运行
中的问题与对策 ［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３８
（８）：４－６．

［２］　陈士夫，王瑛．关于地方高校大类招生培养模式的思
考［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８（１）：６４－６５．

［３］　张爱邦．ＳＷＯＴ分析法及其在高校管理中的应用［Ｊ］．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１０）：４７１－４７３．

［４］　安春雨．战略管理工具ＳＷＯＴ分析新用法［Ｊ］．企业管
理，２０２１（９）：９４－９７．

［５］　赵菊梅．传统与变革：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培养模
式与分类体系［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２０（８）：４３－５２．

［６］　张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大类招生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Ｊ］．甘肃教育研究，２０２１（６）：１２２－１２４．

［７］　满都拉，卢晓东．通识教育背景下的大类招生与专业
分流：以东京大学为例［Ｊ］．高校教育管理，２０１８，１２
（３）：２１－２７．

（责任编辑：邢云燕）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