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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工程思政”的 FPGA 课程改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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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 FPGA课程思政教学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融汇“工程思政”的课程改革思路。构建了工程思政的建设目标，研

究了工程思政的实施路径。通过提升授课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深挖课程“工程思政”点，建立课程“工程思政”案例库，

实现“思政教育培根、职业精神铸魂、产教融合启智、协同育人润心”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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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PGA courses, a curriculum reform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engineering ideology" is proposed.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construction goals of engine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udie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ngine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the teaching staff, delving into the "engine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s of the curriculum, and 

establishing a case library of "engine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e aim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culti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ging the soul of professional spirit,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enlighten, and 

collaborating to nurture and nourish th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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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面临的问题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传统教学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

按照教材章节结构侧重知识理论的讲解，思政教育与课程

内容没有有机融合。以 FPGA 课程教学为例，主要存在着

以下问题。 

（1）由于教师与学生的行业经验不足，他们在课程

设计中对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及科技进步了解不够深

入，导致了大部分授课内容脱离现实的需求和社会岗位的

实践要求，同时晦涩复杂的理论概念和电子线路编程也让

学生难以领悟其精髓。这不仅削弱了他们主动学习的内在

驱动力，还限制了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提升到行业需求和

国家需要的高度
[1]
。（2）在专业课的授课内容方面，主要

聚焦实践教育，忽视了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重智育轻德

育。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内涵认识不足，难以真正将思政

教育和所教课程有机融合，导致学生的思政学习兴趣下降。

（3）课程思政的育人主渠道往往局限于课堂理论讲解，

是一种单线灌输教育，容易忽视学生的亲身实践，从而缺

少亲和力和针对性，不易引起学生在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情，

难以真正融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2 工程思政的概念 

课程思政是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内在之魂。课程

思政建设助力学生树立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又助力

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何为工程思政？所谓工程思政（Engineering Ethics）

指的是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内容充分挖掘其背后的精神

内涵，用思想价值的内在培育和多元育人工具的有效整合，

对学生进行家国情怀、个人品格、工匠精神和科学观教育
[2]
。

这种模式利用实际生产环境中的实例人物事件为基础，由

老师、用人单位或雇主等多方参与者共同引导学生在工程

实践活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并明确自己的道德底线，

从而提升他们的职业能力水平和社会责任感。 

3 教学设计 

3.1 课程建设总体目标 

课程“工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涵盖了三个层面，

一是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层面的提升；二是培养学生的技能

水平；三是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与投入。以 FPGA 课程

为例，要达到的三个层面的目标如下。 

目标知识：通过观察当前的数字芯片行业，深入理解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历程、硬件构造、市场需求以及最

新技术；基于行业规范和工程标准，熟练掌握硬件描述语

言的语法规则和编程技巧。 

能力目标：掌握使用 FPGA 技术进行数字芯片设计的

技巧，并能对其进行模拟与测试；通过参加各类比赛及科

研活动来提升自己搭建复杂且全面的数字系统的能力；为

AI、IoT 和 Cloud Computing 等大规模项目实施提供充足

的 FPGA 相关理论和实际操作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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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目标：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之中，关注全球变化，理解过去一百年从未有过的大规

模转变，以此激发他们对课程学习的内在驱动力；“梦想

指引方向，无论多远都能到达”，激励学生设定宏伟的目

标，以保持专注力，推动工程实践能力及职业素质的不断

提升；“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指导学生掌握独立学习、

团队协作和探索研究的方法，以便培育出 FPGA 领域的知

识丰富且富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 

3.2 “工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1）以党建为导向，提升教师在课程思政上的教学

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

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课程思政

的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正能量
[3]
。教师作为教书育人的传播者，是打

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一方面，以基层党组织为载体，采用“党建引导+课

程思政”的方式构建思政教育平台，提升了课程中思想教

育的实际效果。同时，我们将党支部活动同教师的学习日活

动结合起来，实现政治理论学习全员化，以此强化教师的政

治信仰和信心，确保课程思政教学方向不偏、稳步推进
[4]
。 

另外一方面，依托支部举办独特且有吸引力的主题党

日活动来提升教职员工对于课程思政理念的理解与认同。

此外，鼓励所有专业课老师共同参与思政教育案例库的建

设工作，从而强化教师关于课程思政的责任感和技能水平，

并达成推动课程思政发展的共识与协同效应。将专业的教

学资料和学术成果转化成培养人才的教育素材，实现知识

传播和价值观引领的和谐共生。 

（2）挖掘提炼课程思政要素，构筑课程“工程思政”

案例库 

针对 FPGA 课程特点，根据国家对学科发展的需要，

提炼 FPGA 课程的思政要素，系统设计思政教育案例，将

“理想信念、爱国奉献、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等核心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把价值塑

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贯穿于育人全过程，从内在点燃

学生理想信念、激发学生内驱力和拼搏精神，帮助学生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如图 1 所示是课程工程

思政案例库建设框架。 

 
图 1  课程工程思政案例库建设框架图 

（3）课程思政为体，产教融合为用 

首先，需要帮助学生理解“为何学习”“学习的价值

在哪里”等关键问题，激活学生的内驱力。其次，要以学

生的感受为出发点，把“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国家使

命感”的孕育通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形式走进课堂
[2]
。 

①邀请行业内的工程师和技术经理来开设讲座，以满

足国家、行业和企业对学生学习目标的需求。这样做让学

生能够真切地理解 FPGA 技术的重要性。 

②邀请已到企业实习的高年级学生和已经工作的校

友，定期回到学校与正在上课的低年级学生进行课程交流，

让他们将家国情感、职业发展以及在行业中的实际经验应

用于刚开始接触 FPGA 技术的学生身上。 

③大量搜集关于 FPGA 技术的进步历程、关键代表人

物、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及行业的规范等教育资源，深入

发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有意义的学科

故事，从而使学习 FPGA 技术的过程变得更具趣味性、实

用性和持续性。借助这些故事情境，可以引导学生体验到

对文化的信心与民族骄傲，让他们深切地领悟科技发展规

律，唤起他们勇于创新、追求顶峰的科学精神。同时，也

希望借此机会让学生能够透过工程实践去理解大国工匠

的精神内涵，明确他们的远景职业规划——成为一名杰出

的工程师，进而激发出他们在科研道路上坚韧拼搏、务实

创新的科学精神。 

④积极地与公司协作，创建学生校外实践学习基地，

让学生在行业导师的指导中、在工程实战的体验中提升职

业发展的兴趣。同时，邀请业界工程师深入参与课程设计

及辅导工作中，以强化学生对 FPGA 的执着与热忱。实现

了人才培养的兴趣关爱、价值关爱和职业关爱。让 FPGA

课堂成为一个集知识传递、技能培养和情感滋润为一体的

教育空间。 

（4）思政教育时间和空间拓展——课前、课中、课

后全链条覆盖 

整合协同学校各项教育工作与育人元素，通过利用多

种信息化教学平台，从教学链条的课前、课中到课后环节，

将思政教育由单一的线下教育拓展至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育。点燃和激发学生内驱力和学习主动性。 

①学业和生涯规划：在低年级阶段引导学生尽快明晰

自己的成长目标和路径，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年级阶段，督促、检查、评价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成果产

出情况。 

②成长报告：让学生的能力提升做到过程管理可视化、

目标化，让学生、家长和教师，共同见证学生的成长。 

③10 个好习惯项目实践清单：要求学生每月选择一

项坚持打卡自我养成，培养学生良好习惯，激发内驱力，

提升自我学习能力。 

④寒假暑假的任务式学习机制：学生必须在假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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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学习任务，并在老师指导下形成一定的成果。 

⑤工匠精神和企业文化教育：让学生内在觉醒，激发

自我成长。 

（5）深挖课程“工程思政”点，构建“点-线-面”

协同育人 

以产教融合重构教学内容模块为起点，发掘产教融合

课程思政主线。如图 2 所示是以“FPGA 系统设计与开发”

课程为例的点线面框架设计。以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FPGA

发掘出科技兴国、产业报国思政教育主线，以线串点进而

形成面，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验并沉浸其中，引起学生

思想、情感上的共鸣与共情，实现润心润脑，育人无声。 

 
图 2  FPGA课程思政的点-线-面框架设计示意图 

（6）持续改进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持续改进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包括评判者、被评

判的内容及方式等多个角度，以全方位地衡量课程思政教

育的成效，既涵盖了老师的“教授”行为，也包含了学生

的学习成果。形成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只有

50%的期末考试成绩被纳入评价体系，以便更全面、客观

地评估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学习过程和效果。根据教育内容

和方式，灵活地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评估手段。 

4 结论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等教育课程“工程思政”的改革，

需要教师重构升级教学内容，引入恰当的产教融合项目，

构建真实的工作情景和任务，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与任务背

后的精神内涵。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让传统的课堂教学转

变为生动活泼的实践教学方式，在知识、技术、技能的课

程教学中穿插思政价值引领、理想追求和职业精神。通过

提升授课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深挖课程“工程思政”

点，建立课程“工程思政”案例库，构建“点-线-面”协

同育人。校企双方以合作共赢理念推进“工程思政”+“产

教融合”的同步建设，通过学校课堂教育内容与产业经济

需求的有机衔接，深化协同育人的合作机制和模式改革
[5]
，

用思想价值的内在培育和多元育人工具的有效整合，将思

政教育由单一的线下教育拓展至课前、课中、课后全链条

覆盖，达到“思政教育培根、职业精神铸魂、产教融合启

智、协同育人润心”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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