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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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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开放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情况进行观察，观察思政元素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的融入情况，分析思

政元素融入到专业教学的必要性，探究思政元素融入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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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observes the teaching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s in open universities, observ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omputer basic courses,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mputer basic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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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深入贯彻“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总目标，践行国家

开放大学办学理念，要加强开放大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

入。开放大学要在知识教学活动中融入思政教育，将思政

工作贯穿到开放大学教学全过程中。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

计算机技术优势，创新原有思政元素融入计算机基础课程

方法，辅助构建开放大学全方位育人体系。 

1 开放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必

要性 

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三方面：一是提升计算机技术人才思想政治素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通过将思政教育与计算机实践教学相结合，

拓宽了思政教育开展路径，加强思政工作的操作性和针对

性。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计算机课程中去，提升计算机

基础课程思想高度，利用思政工作引导，加强计算机课程

价值传递。在基础教学过程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增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输出，将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学目的，

实现学生综合道德素养提升，实现思政教育模式创新，提

升开放大学思政课程服务水平
[1]
。二是贯彻落实《国家开

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高校全员牢记立德树人教

育任务，要在高校知识教学、实践教学以及思想道德教育

全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通过思政价值引领实现学生全面

培养。开放大学要以此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强化使命担

当和育人责任，提高思想政治站位，知行合一，以知促行，

以行践知
[2]
。《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要求开放大

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

加强思政工作引领，提升教学培养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要深入挖掘开放大学开设学科课程的思想政治内涵，促使

教学课程与思政工作齐头并进，加强开放大学思政体系建

设，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因此开放大学在计

算机基础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十分必要。三是为促进开放

大学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思政引领，完善开放大学思政工作

体系。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活动中，可

以提升教师对思政工作认识，增强开放大学教师队伍思想

政治素养，加强思政工作的统领作用，促进开放大学思政

教育体系建设。计算机教师将思政工作内涵与计算机专业

内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正确思想价值观念引领，提升教

学质量。计算机教学作为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加强

思政元素融入可以加强学生对“科技强国”理念认识，可

以培养学生科学逻辑思维，引导学生不断创新，为现代化

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2 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路径 

2.1 创新教学方式 

要落实计算机基础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引入，落实思政

教育，需要创新原有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方式，通过树立

健康、积极的网络教育观念，提升思政元素融入效果。随

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发展，网络信息传播流通速度加快，信

息辐射面和影响范围扩大，信息安全监管难度提升，网络

信息良莠不齐，存在不法分子为谋取私利恶意散播不实信

息现象，大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极易收到不实信息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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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错误观念和错误认知，看待问题角度容易走向极端。

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计算机教师需要注意培养学生对于网

络信息真实性的辨认能力，引导学生根据正确的思想政治

观念进行信息价值判断，通过网络教育增强学生对于自身

责任认识，坚定政治立场，塑造正确价值观念。通过培养

学生信息整合处理能力，帮助学生了解网络谣言形成途径

和传播渠道，培养学生更高层次网络技能，帮助学生意识

到网络信息的丰富性、即时性和片面性，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思想观念，能够辩证理性看待网络信息，不被不法分子

诱导，强化计算机基础思政教育效果。 

一方面，开放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可选择线上线下相

结合教学方式，拓展思政教学渠道。开放大学可以与多个

网络平台合作，通过在网络平台上投放思政教育相关内容，

为学生布置相关学习实践任务，为学生提供专业演练环境，

实现教学实践与学生思政素养培养的相互促进
[3]
。例如：

教师可借助云课堂或慕课等网络教育平台开展计算机基

础课程教学，网络教学平台与线下教学相辅相成，减小线

下课堂中过多思政教学内容对专业课内容的冲击，提升专

业课教学效果的同时取得良好思政教学效果。在网络教学

平台上，教师可投放一系列时长在 10 分钟左右的计算机

教学短视频，在教学视频中设置教学内容问题，回答正确

后方能继续观看视频，学习完视频教学资源后进行线上专

题训练巩固和相关话题讨论。教师可根据本系列计算机基

础教学中思政教育内容进行话题设置，如“学习完计算机

安全教育内容，你能举出几个最近发生的计算机安全风险

案例吗？从国家、社会、个人企业等多个角度简要介绍一

下计算机风安全风险的危害。”要求学生根据话题设置发

布自身见解看法，教师在后台查看学生回答内容能够基本

了解学生计算机安全知识掌握情况，掌握思政教育渗透效

果，并以此作为依据不断调整后续思政教学融入形式和融

入内容。教师还可组织小型竞赛方式，将学生划分小组共

同完成 Word、Excel、PPT 形式作业，学生在合作过程中

意识到团队对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达成计算机基础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另一方面，计算机教师要认识到传统教学模式对思政

元素融入的限制，要丰富教学内容，积极创新教学方式，

通过寻找思政元素与计算机教学的关联点增强教学设计

的实用性和生动性。例如：在计算机基础课堂教学开始之

前，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函数编写调用过程，向学生展示

编写求 X 的 365 次方的函数全过程，通过输入代码，运行

程序，在数据输入时特别计算 1.05 与 0.95 的运算结果，

向同学提问二者运行结果差距大约在多少？之后通过向

同学展示二者运行结果差别，进而得出虽然 1.05 与 0.95

之间差别不大，但放在 365 天里，运行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通过此种创新教学引入方式潜移默化引导学生对坚持努

力奋斗的思考，实现对学生的思政教育。计算机教师还可

以要求学生利用 PPT 制作党史简述，在计算机实践教学环

节发挥项目驱动和合作学习优势，在各小组对党史简述内

容等进行 PPT 排版布局设计过程中，实现对党的思想政治

理念深入理解，通过 PPT 制作内容展示加强学生爱国主义

思想政治建设，学生在掌握计算机实践应用能力、打牢计

算机专业知识基础的同时坚定自身政治信仰，主动肩负起

社会主义建设者使命担当，培养自身道德情操。 

2.2 挖掘思政教学资源 

计算机专业学科作为科技创新、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持

学科，其思政教学资源丰富，教师可以在计算机基础课程

教学时引入关于计算机人才责任担当与技术操守的相关

实例，增强计算机基础课程内涵，增添计算机教学趣味性，

通过潜移默化将爱国主义思想深植于学生心中。例如：在

开展计算机基础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AlphaGo

打败中国围棋职业选手柯洁”进行讨论，让学生思考人在

计算机应用过程中的作用，培养学生计算机思维和人工智

能意识，能够透过教授的程序设计知识内容挖掘其蕴含的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激励学生学习计算机基础课热情，

掌握过硬知识本领，能够适应现阶段信息化时代发展需要。 

挖掘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内涵需要计算机教师将知识

思想输出教育与责任担当精神培养结合起来，要不断寻找

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点，通过增强专业课程融入思

政教育的可接受性，增强“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推动开

放大学“三全育人”教育改革总目标的实现。以某开放大

学为例，计算基础课程教师根据不同单元章节具体教学内

容，探究思政教育切入点，挖掘相关思政教学素材，确定

针对性思政教育目标。该教师将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

分为七部分，分别是是计算机基础知识，Windows10 操作

系统了解应用，计算机网络应用，Word 文字处理系统，

Excel 电子表格系统，PowerPoint 电子演示文稿系统以及

计算机安全。在计算机基础知识部分，思政教学切入点为

计算机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应用情况，培养目标为通过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后计算机事业发展现状，培养学生的爱国意

识的责任担当，教学过程中可播放计算机发明对世界的影

响的纪录片，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意识到科技

的力量。在计算机网络应用部分，思政教学切入点为互联

网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互联网先进

科技成果，讲解我国关于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可在

PPT 讲解稿中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具体条

例内容，此部分思政教育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和

法制观念，培养网络职业道德。在开展计算机与网络安全

教学课程时，教师可以联系生活实际或国内外新闻进行专

业知识讲解，如以色列供水部门在 2020 年 4 月遭受到多

起网络攻击，致使供水部门施工受到严重影响，国家能源

行业与水行业相关企业因此需要紧急更改系统密码来应

对此次网络安全危机。日本本田汽车在 6 月服务器受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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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软件攻击致使部分生产系统被迫中断，造成严重损失，

讲解各国法律中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利用

计算机实施犯罪应承担后果，培养学生运用法制方式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能力和意识，通过教学案例引入，增强学生

们对计算机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知，通过对比引入我国成

功应对计算机网络安全事件案例，引入我国计算机发展的

艰辛历史，对比我国计算机事业如今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发

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学生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计算机专业学院在进行专业课程内容设计时，要剖析

思政元素价值，要分析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

实现计算机课程与思政教育并行协调发展，加强思政教育

主阵地建设，实现思政教育对计算机教学全过程覆盖。通

过思政元素对计算机专业课程价值引领，提升开放大学对

计算机人才的教育成效。 

2.3 更新优化课程教材资料 

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抓

手，传统计算机教材知识理论较为陈旧落后，与现代信息

技术发展匹配度较差，教师使用此类教材开展教学活动不

仅无法传授学生最新计算机知识技能，还不利于在计算机

基础课程中引入思政教育，难以达成良好德育、教育效果。

因此，开放大学提升计算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需要根据新

时期国家计算机产业发展进程和计算机人才要求，及时调

整教材内容，删减过时、不适宜的计算机理论和案例，适

当增加我国 IT 产业优秀代表实例如阿里巴巴、中兴通讯、

科大讯飞，简要介绍先进计算机公司取得成就，企业国内

外影响力，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促使学生能够从计算机

基础课程中获得发展信念，树立建设美丽中国的远大志向。

教材内容还应重点引入我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和取得成就，

如我国虽然计算机事业发展起步较欧美国家较晚，1959

年才完成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但在 1997 年就

研制成功银河-III 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逐步追

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介绍我国北斗系统和其他先进计算机

行业科技成果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情况。学生在阅读教材

内容时体会到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艰辛历程，培养学生

责任意识和爱国担当，激励学生努力学习计算机技术，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教师还可自主开发设计一些含有思政元

素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内容，针对性融入本地红色文化案例，

通过学生熟悉的人物事物激发学生了解学习兴趣，进一步

强化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例如：教师可在讲解

Excel 表格制作、数据处理分析相关内容时，可引用国家

官方统计网站发布的我国近几年 GDP 数据、高铁里程和速

度等相关数据作为教师演示和学生实践操作素材，学生在

学习实践过程中了解到近几年我国高速发展现状，意识到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我国未来发展充满自信，实现学

生爱国情怀培养。 

3 结束语 

开放大学思政元素融入计算机基础教学路径还需要

不断探索实践，需要根据实际教学表现进行教学调整。开

放大学要注意对开展教师思政建设工作，敦促计算机教师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融入思政元素，计算机教师也要不断创

新思政教育与计算机基础教学融合的教育模式，加快开放

大学思政工作体系与教学体系的有机融合，发展开放大学

现代化思政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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