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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的课程思政教育建设，

就是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性任务，融入知识点传授和专业技能培养过程中，达到素质培养的目标。

本文首先介绍了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的体系建设，通过丰富思政资源，思政融入教学各个环节，

完善思政评价体系，增强交流四个方面对课程思政的建设过程进行了介绍，旨在探索出计算机组成与结

构课程思政建设的全过程，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服务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促进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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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course is a core cours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related ma-
jor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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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ucture is to integrat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 into the pro-
cess of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skil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qual-
ity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computer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course. Through enri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
source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teaching,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is introduced.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entir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
ture cours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rse teaching, serv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quality educa-
t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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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要求“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建立完善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为关键，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1]。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

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印发《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再一次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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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围绕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系统介绍了计算机硬件各功能部件的

主要功能、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基本设计方法，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

专业性强，是构建计算机技术硬件结构、知识框架的支撑性课程，是计算机类学生的考研科目，在计算

机类课程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合纵连横的关键位置。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的思政教育建设，就是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性任务，融入知识点传

授和专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使课程建设与思政教育同步进行，育人育心。使学生通过对融入课程思政

的本课程知识体系的学习，树立爱国情操、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创新意识、具有职业道德、形成科学世

界观、拥有逻辑思辨能力。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 

2.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建设体系 

结合计算机学科特点和本课程内容，明确了本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通过丰富课程思政资源、

思政融入教学各个环节、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和增加交流四个方面的建设形成了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

程思政建设体系，如图 1 所示。 

3. 丰富课程思政资源 

围绕课程专业知识点，结合专业和课程培养目标，挖掘有效的思政元素，设计课程思政案例，思政

案例设计应随着国家科技发展，计算机行业发展，地区专业需求，院校人才培养特色，专业人才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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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行业热点问题有所变化，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专业知识点契合思政元素，建立完善的思政资源库，

设计思政案例时应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合理分配思政环节的讲授时长，结合线上资源制订详细的实施

方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课堂效果和评价合理地进行思政教育评估和总结反省，要保证讲授内容的正

确方向，不能影响课堂专业知识进度，也不能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
tion of the course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图 1.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图 

3.1.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结合课程内容，挖掘本课程专业知识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计算机发展史和国家计算机行业发

展和科学发展规律，科技兴国，自主创新，爱国情操，责任担当相融合，通过计算机逻辑部件学习，通过

逻辑运算器件中性能、容量、运行速度、设计成本的对立关系使学生建立起辩证的科学思维，在计算机

计算问题案例中，培养学生科学思维，逻辑思辨能力。在计算机硬件结构设备、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

等内容中，通过行业内科学家的奋斗史和国家重器，企业发展等案例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和文化自

信。总结得到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的四大思政主题：一是科学发展规律，爱国情操，科技兴国，自主

创新，责任担当。二是实物两面性，辩证思维。三是科学思维，逻辑思维。四是大国工匠，文化自信。挖

掘思政元素，找到合适的思政素材，建立思政案例库。并对应具体章节和课程内容进行融合，达到厚德，

启智，强技，致新，铸魂，润心的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目标。 

3.2. 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 

通过思政元素挖掘，建立了完善的随行业发展动态变化的课程思政案例库，部分案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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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of the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course 
表 1.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案例库 

教学内容 思政案例 思政原理 

计算机系统概论 

《三体》中提到的冯诺依曼机 
中国计算机发展史 

“神威·太湖之光”、“天河”系列计算机 
中国量子计算机“九章” 

华罗庚归国投身计算机事业 
二战美国军方曼哈顿计划弹道计算催生了 ENIAC 

科学思维，文化自信 
政治认同，科技兴国， 
大国工匠，科技兴国， 
使命担当，自主创新 
爱国情操，人生观， 
科技报国，使命担当 
辩证思维，事物两面性 

计算机的逻辑部件 摩尔定律 
超前进位加法器 

科学发展规律 
辩证思维，事物两面性 

运算方法和运算部件 大算力 Gpu 对华出口被限制 
清华大学忆阻器存算一体芯 

使命担当，科技兴国， 
自主创新，科学思维 

指令系统 

RISC 指令集发展 
国产芯片架构 LoongArch 

华为与 ARM 公司，中美贸易战环境下华为面临的困境， 
英伟达收购 ARM 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影响， 

华为鸿蒙系统，华为 5G 技术 

科学发展规律 
创新意识，职业道德 
使命担当，创新思维 
自主创新，文化自信 

科学思维 

中央处理器 龙芯 CPU 
龙芯之母 82 岁女科学家黄令仪 

严谨求真治学精神 
坚定不移治学态度 

输入输出系统和设备 
汉字危机和方正字库 

王选和汉字激光照排技术 
国产自研输入设备 

爱国情操，理想信念， 
团队协作，文化自信 

4. 思政融入教学各个环节 

4.1. 完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本课程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部分，既有原理性的知识，又有技术性和实践性的教学内容。

理论教学以讲授、讨论、案例、习题讲解为主，实验教学以原理介绍和学生实操为主。课程旨在培养学

生的计算机硬件知识的学习和分析能力，具有动手设计计算机系统的实操能力。本课程在知识、能力、

素质等方面的具体目标为： 
1) 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组成结构的理论知识 
学生可以理解计算机内部各部件的功能及工作过程，各部件之间的关系，理解完整的计算机组成与

工作原理模型，建立起计算机系统的整机概念。 
2) 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 
学生能够根据实验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实验任务，能够根据原理找出电路连接中问题的原因，能

够团队合作通过理论和实践知识解决实验过程中的问题，实现试验效果。可以对计算机硬件相关知识进

行探究学习和仿真设计。 
3) 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学生通过对融入课程思政的本课程知识体系的学习，树立爱国情操、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创新意识、

具有职业道德、形成科学世界观、拥有逻辑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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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理设计课程思政教案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的教学过程分成课前导学，课中互学，课后延学三个部分。授课前通过课程群组，

线上教学平台进行思政资源分享和问题提出。课堂中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运用案例法、小组

讨论法、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通过多元的课堂活动方式，将思政案例融入专业知识，润物细无声。课

后学生通过小组作业、小组实验、讨论交流等进行动手能力、团队意识培养，通过扩展资源和师生沟通

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每节课的设计都要重新进行素质培养内容的融入，

当然，不是所有章节的课程内容均有思政元素融入，对于涵盖思政内容的章节，进行教学设计和教案的

重新编写。 
教学设计和教案中需要添加课程思政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举措，教学实施过程，教学反思，教学

使用到的课程思政资源等教师在备课环节需要着力的内容。如图 2 所示为一节课中蕴含课程思政的教学

实施过程的教学设计。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eaching implement 
图 2. 教学实施过程图 

4.3. 多元化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课程思政具有隐形教育的特点，采用多种不同方法进行教学，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引领，才能使专

业教学和课程思政突破“两张皮”的困境，推进课程思政“三全育人”功效。该课程理论课教学方法有讲

授法、启发法、探究法、以学者为中心的案例法、谈论法。将思政内容巧妙融入专业内容中，在恰当时机

启发学生理解思政内容蕴含的价值内涵，在典型案例中阐述其包含的思政内容，在专业知识的深入解析

中渗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引导。将思政内容融入课程问题中，在求解真知的过程中渗透思政元素。

理论课环节中，针对部分学时尝试采用翻转课堂、对分课堂、O-AMAS 教学模型法可以更灵活有效的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使教学模式多元化，给于学生思想交流、阐述观点、师生沟通的机会，增加教师对学

生点对点言传身教的场景，更好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了德育教育，增强了师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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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实验课教学方法有演示法、练习法、讨论法。通过实际问题解决，在实践环境增强动手能力

的同时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结合线上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用好混合式教学的资源，在课前

课后配合课中多层次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扩大思政教育阵地。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的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与课程有机结合，教学活动更丰富多样，创设更佳的教学环境、师生互动、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5. 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评价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有效性评价[3]，广义的有效性评价主体是管理者或者教师，评

价的作用是通过评价得到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教学效果反馈和改进方向，属于宏观层面的评价。狭义的有

效性评价的主体是学生，评价的作用是通过评价得到学生在学习全过程中素质能力的达成度，主要从课

程思政教学对学生产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主观感受的影响和情感影响的客观行为变化的角度进行。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的课程思政评价分为两个部分，狭义性的课程思政目标达成评价体系和广义

的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效果评价体系组成，两部分评价从学生和课程两个维度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进行

了设计和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和借鉴性。 

5.1. 建立合理的课程思政目标达成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狭义评价目标是课程思政教育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即课程思政素质目标达成度的衡量。此

部分的评价应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的一部分，但受限于课程思政的隐形教育特点，评价不能像专业知

识技能的评价具有相对确定和易操作的特点，课程思政的评价应该通过形成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的

方式，更侧重形成性评价，是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教育评价的有机结合，以多种形式和形态存在于专业

课程的各个环节之中[4]。 
学生素质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式注重“过程”、“增值”和“综合”[5]。统筹设计诊断性评价，过

程性评价，综合性评价。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特点，本课程的素质目标达成评

价通过学生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随堂测试，学生互评，案例研究汇报，质性访谈记录，在线自学时长，

实践动手团队协作能力，翻转课堂中学生项目报告等形式进行，通过定量 + 定性的方式，建立起综合评

价体系，强调评价资料的“描述性”。对于线上自学时长、团队协作项目、作业完成时间、课堂互动积极

程度等可定量测评的评价制定详细的定量评价标准和权重，对于其他不易定量描述的质性评价进行定性

评价后综合学生前测和后测后对比形成的增值能力进行相对定量评价。 

5.2. 建立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效果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广义评价目标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性，属于诊断性评价，评价的主体是教师和课程建设

者本身。通过评价，帮助教学反思教学，进行教学改革和改进，保障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性。课程思政

的有效性评价和专业评教的不同在于思政教育的思想启发和引领作用相对描述性更强，并且可衡量。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价，第三方评价三个方面组

成。教师自评立足于教师层面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反映，教学氛围和效果，通过学生的素质达成度

综合得到的反思，教师是授课的主体，也是课程思政的引领者，言传身教者，其自身对教学的了解是教

学改革内驱力，也是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成效的主力军。学生评价则体现了 OBE，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

思想，通过对学生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评价。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学生，学生具有最

强发言权。本课程通过学生表现性材料，学生互动记录，学生评教系统中的主观感受记录，师生交流，

学生描述性作业等方式侧面进行评价。第三方评价包含课程组其他教师、督导、听课教师，通过教学观

察、教学文本评价，通过第三方视角基于课程、教学、学生思想发展等方向提出客观建议和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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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课程思政有效的改革路径。 
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是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闭环的挖掘思政案例，制定

教学目标，融合教学内容，渗透思政元素，进行多元思政评价，反思教学效果，进而通过反思在下一轮

教学中根据痛点问题和评价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修正和实施。 

6. 增加交流 

6.1. 增加师生，课程组教师交流 

课程教师是课程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教育的执行人。教师本身如果都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那么无

疑是难以胜任课程思政任务的。加强课程组教师之间交流，建立长效机制，使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教

师能有机会互相借鉴宝贵经验。通过与其他课程教师的交流，互相提高课程思政能力。课程思政是近年

来高等教育的热点方向和国家重要的教育战略举措，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成果和教研培训也比较丰富，

加强思政学习和培训是今后教学教研的重要环节，要不断学习新的课程思政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课程

思政实践中，不断提高课程思政能力，有利于达到期望的课程思政效果。 

6.2. 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得到认可，可以扩大影响 

课程思政建设经过教学比赛，项目驱动，逐步形成体系化，日常化并得到同行专家认可，进行课程

组之间，院校间交流是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思政建设的长期目标。 

7. 结论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和实践是立德树

人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后续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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