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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改革,结合百色实际情况,将红色文化贯穿人才培养

体系,将“文秀精神”、扶贫助农、乡村振兴等融入课堂教学内容,通过外出参观、以赛促练等将思政教

育的内容延伸至课堂外,提升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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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university computer basic 

cours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Baise, it runs the red culture through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tegrates the "Wenxiu spiri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exten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to the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through visits 

and competitions to promote practice, and improves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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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

要讲话,对高校的课程思政提出了要求[1]。大学计算机基础是

面向我校全体学生的一门通识必修课程,受众面广,每年约有

4000多名本、专科学生学习该门课程,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基

础知识及office软件基本操作和应用。近几年,该门课程进行

多项改革,教学上采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考试采用考试系

统上机操作,教材使用结合学生的特点、学校自身情况自编的

教材。如何才能将思政元素跟课程进行恰到好处地融合,达到

潜移默化的育人目标,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充分运用百色红

色资源优势,将红色文化贯穿人才培养体系,贯穿课程教学和

改革的各环节,通过身边存在的案例让课堂变得更丰富、更贴

近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在课程

中以文化人,有助于增强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2][3]。 

1 教师团队建设 

授课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最好的传播者,扮演着教学主导的

角色,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手段。立德树人需要教师具备更高

的专业素质和自我修养,教师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也是一个提升

素质、完善自身修养的经历与过程。一位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

或一个举止,以及给与学生的激励,往往都能让学生受益匪浅。作

为学生在大学阶段最先接触到的任课教师之一,课程教师通过

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给学生传递正确的价

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随着课程思政的深入推进,教师越来越成为改革取得实效

的决定因素。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需要着力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

意识与能力。近几年来,学校在教师岗前培训、教师教学比赛等

工作中,着力凸显课程思政的要求,举办课程思政培训,强化教

师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组织相关教师参观百色起义纪念

园,深入学习红色文化,学习黄文秀,参观乡村振兴产业,观看电

影《秀美人生》、《长津湖》、歌舞剧《扶贫路上》等,加强教师

自身的思想学习,强化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通过自己的言语和

行为,树立良好形象。 

课程思政对任课教师是一个全新挑战。作为一名教师,“课

程思政”是大家一直所讲的“课堂育人”的继续、深化和提升。

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的引领,以点带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要做到不用似是而非理论,误导学生思想；不将个人的负面情绪

带进课堂,避免影响学生；因材施教,通过改进教学方法以达到

促进全方位育人。 

2 教学内容的设计 

在课程体系中,如何结合课程特点整合这些知识、能力和

素养要求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以达到立德树人的成效,这是课

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重点。教学目标应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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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考虑为学生全面、个性化发展创造条

件。聚焦课程教学内容,引导教师全面领会教材的内容,校内

专任教师与企业一起设计接地气的教学内容,坚持以学生成

长为中心,将价值理论和思政元素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融入

教学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融合在教书育人

全过程,使思政教育做到“润物细无声”。课程大纲修订增设

立德树人、育人内涵专项模块,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教学案例做细致,接地气,教师在布置任

务的过程中,可依据课程标准,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教学计划,

引入相关案例,提升与整合教学内容,并通过新媒体、新技术

传授给学生,促进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的融合渗透,形成课程

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3]。除此

之外,也要考虑在课程中添加一些具有一定难度的内容,培养

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1)基础理论部分,了解计算机发展的历史,掌握计算机的

特点、性能、分类及应用；了解计算机新技术与新领域。在学

习计算机发展历史中,除了耳熟能详的图灵、冯•诺依曼外,进一

步介绍中国计算机发展的有关人物,提升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以

及爱国主义情怀。在学习计算机新技术与新领域的过程中,可以

结合目前我国在量子计算机研发中的先进性、5G技术的先进性、

光刻机研发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近几年对

中国进行打压等方面展开,引导学生的创新性,树立科技强国的

理念,弘扬中国精神,激励学生将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使学生获取到了思想层面的知识和教育。 

(2)word部分,掌握文本编辑、图文混排操作。这部分操作

内容,学生比较熟悉,以百色起义、新时代楷模黄文秀为例,制作

一板报,将百色起义精神,黄文秀感人事迹,无私奉献、勇于承担

的新时代青年精神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例如,通过对关于黄文

秀的主题文章进行图文格式化操作,让学生了解黄文秀的成长

细节、学习思考和心路历程,体会民生民情,在学习知识技术的

过程中,自然得到思想上的升华；通过对百色起义相关文章的图

文混排操作,让学生了解中国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对百色起义

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3)Excel部分,主要掌握电子表格的建立、公式、数据操作

等。在以往教学中,主要以学生成绩表、员工工资表为项目进行

教学,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课程设计以及学习中巧妙地将振兴乡

村产品融入到知识点中,如百色桂七芒果、田阳圣女果、乐业红

心猕猴桃、凌云白毫茶等地标特产销售量表格的制作,通过在

Excel中进行数据输入,利用公式对数据计算,并且对数据进行

排序、筛选、分类汇总等操作,能够很好地增强学生的“带入感”,

学生对扶贫助农、乡村振兴有了更深的了解,激发学生的热爱家

乡情怀,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前沿知识结合,创建有情、有义、有

爱、有温度的课堂,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PowerPoint部分,让学生了解多媒体知识,掌握在Power 

oint添加动画、图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学会制作PPT幻灯

片。PPT演示文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常见的教学课件、产品展示

等,还可以应用在各种工作总结、商务汇报中,学生对这部分内

容特别感兴趣。教学中以作业的方式,完成一红城旅游宣传PPT

的制作,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学生主动寻找素材,鼓励组成学习

小组展开探讨,以团队的方式进行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完成作

品。引导学生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自行选材设计页面,加深了对

百色历史文化的了解,将百色起义纪念园、靖西风光、乐业天坑

及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等元素综合在一起,让红色文化融入发生

在学生准备素材的寻找过程中。收集到素材后设置相应的主题,

学生把素材整合到PPT作品中,通过小组汇报的方式在课堂上呈

现,并且就技术和思想等方面进行说明,回答老师和同学提问等,

让教学内容更加贴合实际,学生参与度高,受到学生好评。 

(5)网络、信息安全部分,主要掌握常用网络工具的使用,

主要讲授信息检索、网络、电子商务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网

络安全教育,了解计算机病毒的概念、特点以及防范病毒的方

法。在课堂上,通过讲述2022年2月百色市发生新冠疫情的事件,

引申出计算机病毒同样具有传染性、潜伏性的特点。在疫情时

期,对于网络上不实信息的传播,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

络行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在授课中教育学

生明辨是非,不信谣、不传谣,传播正能量,特别在疫情面前,广

大青年志愿者应挺身而出,主动扛起青年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齐心协力守卫家乡,众志成城,为

家乡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整个学习过程中,通过项目教学法,注入红色文化的新鲜血

液,通过这些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素材内容,必然与新时代

学生的思想碰撞出新的火花,让学生在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的

同时,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3 开展学科竞赛,课内外相结合 

课外学习是学生独立思考的大好时机,课程思政不能仅仅

局限于课堂上,更存在于生活、社会大课堂。利用课外时间,带

领学生外出参观,延申课堂教学空间,有计划地外出参观,除了

博物馆,还有新农村建设的新成果,推动红色文化与红色文化的

传播与传承,使得学生们亲身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提升,比

课本、网络上看到的冲击力更大,有利于他们培养制度自信,使

学生能更为直观地感受书本上的知识点,同时对振兴乡村有着

更为深切地理解,也就能更为深刻地体会和理解党和国家颁布

的这个政策、方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通过以赛促练,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各种比赛,学校也制定

了相应的奖励机制,参加省部级比赛,校级比赛,获奖的作品可

获得相应学分。2020年、2021年学校组织了以家国情怀、民族

富强等为主题的网页设计大赛,内容围绕着“建党一百周年”、

“十四五规划”,“抗疫”等,2020年参加比赛的共计37组,累计

131人；2021年,参加比赛达到68组,累计286人,学生积极性、主

动性增强。学生在比赛中需要团队合作、各取所长,既能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水平,又培养了学生面对困难与挫折自强

不息、开拓进取的团队合作精神,在查找相关资料获取信息时,



国际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自然地将思政教育的内容延伸至课堂外,潜移默化中提升思想

政治觉悟,坚定文化自信,滋养出可贵的家国情怀[5]。 

4 结语 

笔者曾担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0级《大学计算机基

础》课程的教学工作,对于大一的新生,初到百色,充满了新鲜感,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课本知识外,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将百

色的红色文化穿插其中,再结合一些热点新闻,将德育教育进行

结合,学生对百色的历史和发展有了进一步了解,一改往日教学

内容中案例操作枯燥的讲解,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提问,认真操作,

将“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期末参加考试共95人,

最高分96分,最低分56分,不及格仅1人。学生积极踊跃报考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到提高。 

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中,结合不同知识点引入红色文

化、乡村振兴的思政元素,结合当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挖掘

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运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切实提高教学

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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