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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对专业课程的教学
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顶层规划、系统设计、整体推进，才能切实提高育人成效。以 “信息论与

编码基础”课程为例，根据课程特点，结合教学实践，以 “着眼学生发展，以国家需求为牵引，

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的课程思政理念贯穿，创新提出了 “五环联动”的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方

案，从 “分析起点”“确立目标”“教学实施”“考核评估”“持续改进”五个环节阐释了具体内

涵。为该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构建了完整的体系架构，同时为其它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提

供了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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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之成效是检验高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２０２０年６月，教育部印发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战略举措。课程思政是指在各级各类课程中都要

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

协同效应。课程思政不仅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

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更是各高校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课程思政已逐渐成为教

育教学改革的前沿课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

中均取得了丰硕成果［１－８］。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作为电子信息类专

业的重要学科基础课程，是学生后续学习通信和

信息等专业知识的理论基础，其承担的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职责尤为重要。各高校也

非常重视信息论与编码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孙兵介绍了课程在基本概念、信道模型、信源编

码和信道编码教学中的思政元素设计案例［９］。明

洋论述了信息论与编码技术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从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能

力、合作互助的团队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安全意识

四个方面介绍了课程的思政元素［１０］。王新强从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方面对课程进行了改革与探索［１１］。

上述论文的研究成果对推动信息论课程的教

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多为具体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思政元素融入方法等，缺乏对该课程的课

程思政整体性、系统性的顶层思考。笔者针对上

述问题，结合多年的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系列

课程教学实践，创新提出 “五环联动”的课程思

政体系化方案，旨在为该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构

建一个完整的体系架构，同时对专业课的课程思

政教学提供参考借鉴。

二、“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简介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是面向通信工程、

信息工程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如何

实现信息高效、可靠的传输为内容主线，着眼信

息测度、信息传输、数据压缩、差错控制四大主

题，讲述香农信息理论以及信源编码、信道编码

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在通信领域，信息论往

往被称为是通信的哲学，从理论上揭示了通信过

程的基本规律与能力，而编码被誉为通信的皇冠，

各种通信系统的变革都有编码新技术的助推。同

时，它也是信息学科的基石类课程，为信息传输、

信息管理与信息处理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社会

领域，信息时代的不确定性已愈发凸显，课程所

蕴含的信息哲学思维能够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可为信息化、智能化人才培

养提供有力支撑。

　　三、“五环联动”课程思政整体设

计方案

　　鉴于课程在学生知识建构中的基石地位，该
课程的课程思政整体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在

整门课程中一以贯之，落到实处。

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学生的产出为导

向，我们提出了 “着眼学生发展，以国家需求为

牵引，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的课程思政理念。

在该教学理念的引领之下，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

了顶层规划，设计了 “五环联动”的课程思政体

系化方法，即分析起点—确立目标—教学实施—

考核评估—持续改进，如图１所示。通过五个环节
将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串联起来，完成课程思政

的有的放矢、有机融入、有效评估。

图１　 “五环联动”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方案

四、“五环联动”方案的具体内涵

（一）分析起点

分析起点，即学情分析。学情是指一切与学

生学习有关的基本情况、学习状态、兴趣偏好等。

对学情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实施后续教学的

“对症下药”，是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学情

分析的内容包括学生专业基础、所学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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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学习意图、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学习态

度，以及学生对于新知识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

学生在过往课程学习中体现出来的知识结构等［１２］。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学习风格测试、座谈、在线

学习系统中的学习信息分析等手段开展。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内容丰富、抽象概

念多、数理逻辑强、数学推演复杂，往往会给初

学者一个望而生畏的感觉，学生普遍反映学习难

度大，是公认的 “难学、难懂、难过”课程。同

学们有着明显的 “忙茫盲”现象。每天忙于学习

各种知识，但思维能力尚显不足；关注社会的实

际工程，但又不知如何利用所学理论去指导实践；

面对社会的各类诱惑时，对自己的发展和定位存

在着迷茫和盲从。在这样的学情之下，如何提高

学生的思维能力，如何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就

是我们在课程教学中需着重考虑的重要内容。

（二）确立目标

教学目标是开展教学的依据，是评价教学效

果的依据。针对在 “分析起点”中发现的问题，

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就需要在课堂教学

活动中让学生了解课程知识的应用价值，让理论

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在课堂讲授中尽量把实

际应用的具体案例贯穿于基础知识，使同学们充

分认识到科学理论对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体会

到课程的科学魅力，激发兴趣，从而培养他们利

用科学理论、信息思维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还要时刻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图２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

鉴于以上分析，并密切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理工类课程所提出的育

人要求，“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把 “培养具有

信息观、铁军魂的领头骨干、战略先锋、时代标

兵”作为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

价值目标，如图２所示。其中，价值目标又体现在
３个方面：一是要聚焦家国情怀，传承 “攻坚克

难”的电子铁军精神；二是要聚焦三观塑造，培

塑 “科学为本”的信息哲学思维；三是要聚焦社

会发展，强化 “科技报国”的谋战研战意识。

（三）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是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针对学生

起点和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通过精心的教学设

计、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等

策略，最终弥合差距、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过程。

教学实施是 “五环联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提

高课程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本节将

从课程教学模式、课程思政资源建设、课程思政

融入策略三个方面展开。

１课程教学模式
课程教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价

值观的全过程。传统课堂教学存在着 “以教定学”

（教学过程是学生配合教师完成教案的过程）、“以

本为本”（忠实执行教材，教材上怎么写，教师就

怎么讲）、“教路单一” （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

容器，按照定式开展教学活动）、“学法单一”（教

师对学生单向的 “培养”活动，学生单纯听讲，

缺少自主探索）等问题，忽视了学生的课堂主体

地位，教师与学生的 “双边活动”变成了 “单边

活动”，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学习效果

不佳。

孔子曾言： “吾听吾忘，吾见吾记，吾做吾

悟。”由此可以看出，“看见”和 “参与”的重要

性。为此，在课程教学中，笔者创新提出了 “以

ＰＢＬ教学法为纲、以混合式教学为场、以课程资源
为池、以融入情境式教学的课程思政为魂”的教

学模式，如图３所示。

图３　 “纲－场－池－魂”的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强调，要以多层次的问题启发思

维，增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要以线上线下的混

合式教学拓展学习空间；要以丰富的课程资源拓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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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课程的广度与深度；要以丰富的图片、视频、

动画、游戏、问题等构建情境，在情境教学中融

入课程思政。通过该教学模式的应用，让学生充

分地看见、参与、实践、感悟，让课堂动起来、

活起来、“吵”起来，解决传统教学中的问题和不

足，实现教学的有效产出。

２课程思政资源建设
笔者的课程团队围绕讲好大师故事、电子铁

军故事，建设形成了包含科学人物、工程科研项

目等３０多个案例的 《“电子铁军”文化育人课程

思政案例集》。既有周炯?、蔡长年等老一辈中国

信息人奠基开拓、以身许国的伟大情怀，也有信

息理论在自然语言处理、交通管控等通信实践和

社会发展中的科学妙用。同时，将科学研究和课

程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从学院多个国家和军队科

技进步奖的科研成果中，提炼了诸如北斗中的纠

错编码、自主可控高性能地理信息系统、协同通

信、数据链等科研案例。这些高精尖的科研成果

都是与课程的信息理论与编码技术息息相关的。

让这些科研案例走进课堂，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思

维发展，而且通过这些身边人和身边事，使学生

切身感受到科学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

在案例集的基础之上，笔者把课程思政内容

有机融入课程知识体系，形成与专业知识的紧密

耦合，构画了贯穿课程章节的课程思政思维导图，

如图４所示。将课程章节的多个思政点连成三条思
政线，即电子铁军精神、信息哲学思维、谋战研

战意识。三条思政线形成一个思政体，与课程知

识同向同行，协力完成课程教学目标。

图４　贯穿课程章节的课程思政思维导图

３课程思政融入策略
如何避免标签式说教，将课程思政 “盐溶于

水”“润物无声”地融入知识传授过程，是关乎课

程思政成效的关键。笔者的课程团队根据课程的

内容特点，设计了３种课程思政融入策略，即质疑
启发式、层层递进式、明暗并进式。

（１）质疑启发式

“质疑启发式”主要应用于问题导向的教学场

景，可与基于问题的教学法结合使用。比如，在

“香农公式”这一节的课堂教学中，通过环环相扣

的 “四联问”引出香农公式在深空通信、扩频通

信等领域的具体应用案例，展现香农公式的应用

魅力，使同学们充分感受到科学对于实践的重要

指导意义，建立信息哲学思维，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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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质疑启发式在香农公式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２）层层递进式
“层层递进式”主要应用于知识进阶和情感升

华的教学场景。比如，在同学们学到香农限这一

节的时候，会发现香农限是通信能力的科技目标

和底线，它指引着研究者们几十年来的不断奋进

和技术突破，而且这些技术专利还牵引着企业之

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较量。此时，同学们就会

受到强烈震撼，深深感受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

科技报国的使命感。通过该融入策略的应用，实

现知识讲授的进阶和科技报国使命感的升华，增

强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３）明暗并进式

“明暗并进式”，是指学理知识线和课程思政

线形成明暗双线，在课程教学中共同推进，通过

挖掘兼具知识性和价值性的案例来实现教学应用。

比如，在介绍信息论的发展中，信息论建立之前

和建立之后的通信发展、理论研究以及编码技术

发展是学理明线，在这些阶段的人类文明进程以

及中国信息人在信息论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

价值暗线，如图６所示。通过语言文字的演进发
展、编码技术研究等具有知识性和价值性双重身

份的案例，在进行知识讲授之时自然地进行价值观

和情感的渗透，使学生达到学理和价值观的双重获

得感。此模式在香农公式教学中也得到了良好体现。

图６　明暗并进式在信息论发展和香农公式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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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评估

在考核评估环节，课程依托雨课堂等信息化

平台，采用形成性、多元化考核方式，对学生的

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全面考核，建立了数据

支撑的细粒度、过程化考核方法，如图７所示。

图７　形成性、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在具体考核内容中，形成性考核占比达６０％，
包括课堂表现、课后作业、阶段测试、课题研讨、

实验设计五个部分。通过考勤、课堂互动、作业

论文使学生形成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自主探索

能力；课题研讨增设人工智能、战事分析等开放

性题目，培养学员利用信息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

信息哲学思维和自主钻研精神；创新实验设计，

对接部队实际作战应用需求设计实验题目，培养

学生谋战研战意识和攻坚克难精神。多种考核方

式相结合，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促进课程育人

目标的达成与效果评价。

（五）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要求课程能够持续跟踪效果，根据

效果不断改进，进而不断提升课程和人才培养质

量。课程团队经过１０余次对部队毕业生和在校生
的调研、访谈，收集了反馈意见。比如，课程内

容要更加面向作战需求，要注重学生抗挫折能力

的培养等。根据意见对课程教学进行及时改进，

持续提升课程质量。

五、课程思政建设取得的成效

经过四年的课程思政建设，课程取得了一定

的育人成效。近两年，有６位学生获得学院备战打
仗先进个人，５０余名同学获得全国大学生移动通
信大赛二等奖以上奖项，１０余名同学申请的国家
和省级大创项目立项。课程有力助推了学生备战

谋战研战意识的形成，学生思维能力和科研素质得

到了明显提升。

同时，课程获批学校首批规划课程、课程思

政重点建设项目，课程团队１名教师荣获全国优秀
教师，１名教师获得湖南省教学案例竞赛一等奖，
１名教师获得湖南省课程思政比赛理工组一等奖，
且课程思政案例推广至教育部平台展播。

六、结语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构

建体系化课程思政方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

实践。针对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的课程思政建

设，创新提出了 “五环联动”的整体设计方案，

有力提升了育人成效，为课程教学的质量提升提

供了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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