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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军政素养的通信原理课程思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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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贯彻军队院校课程思政思想性、针对性要求，课程团队以空军预警学院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为例，分析“通信原

理”课程思政现状，依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为战育人”核心指向，开展突出军政素养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实践，验

证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方法。实践表明：突出军政素养的课程思政得到了绝大多数学员、队干部和教学督导专家

认可，对提升学员军政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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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４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
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创新院校政治理论教学，优化课程

设置，深化按纲施教，推进课程思政，增强政治理论

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意见》

的印发标志着军队院校政治教育体系的转变与创

新，同时也给军队院校课程思政提出了新要求。课

程教学团队以空军预警学院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

业“通信原理”课程为对象，分析了现阶段课程思

政存在的问题，为提高课程思政的目标性、针对性

和实效性，探讨了突出军政素养的课程思政元素挖

掘与实践创新方法。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是集指挥、控制、通信、

信息处理为一体的交叉学科专业，目标是培养思想

政治过硬，具备信号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及系统分

析、维修与运用等技能，具有良好的专业能力、职业

素养和较强的创新精神的技术军官。“通信原理”

是其专业知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大纲课

程和专业背景课程，是首次任职装备课程学习的重

要基础，对专业人才培养起着承上启下的核心支撑

作用。

１　“通信原理”课程思政现状分析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标定了军队院校教

育“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为战育人”这个核

心指向［１］。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时强调，“坚

持为战育人，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把握

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现代战争规律，围绕实战搞教

学、着眼打赢育人才”［２］。目前，“通信原理”课程

思政大多数是借鉴地方高校研究成果，主要从科学

思维、科学伦理、工程伦理和大国工匠等方面挖据

思政元素，但军队院校“通信原理”课程授课对象



不仅是通信及信号领域的大学生更是现役军人，其

培养目标和要求均有别于地方大学生。针对教学

对象特点，如果全部移植地方高校关于“通信原

理”课程思政理论，会存在目标针对性不强，思政

效果不佳等问题。目前，“通信原理”课程思政存

在以下问题：

１．１　为战育人指向不突出
能打仗、打胜仗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要

求，为战育人则是军队院校职能的根本体现［３］。

经查阅资料，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张晓瀛老

师的“通信原理”课程思政从树立文化和民族自

信，培养爱国情怀，学习科学精神，传授思维方法等

方面挖掘教育资源，但姓军为战元素不突出。其他

军队院校涉及“通信原理”课程关于为战育人指向

的思政理论则鲜有研究。

１．２　政治素养引领不明显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要求军队院校始终坚持

从思想政治上办学治校育人，把德育摆在育人首

位，把政治素质摆在人才素质首位，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全过程。大多数地方高校“通信原理”

课程从理论性、工程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等角度挖

掘思政元素并融入课程内容。但从培养“坚定举

旗人”和“可靠接班人”，扭住坚定理想信念不放松

这个角度来看，关于政治素养引领作用不明显。

１．３　围绕实战氛围不浓厚
军队院校开展实战化教学训练是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推进院校教育向部队靠拢，向实战聚焦的

关键环节。虽然，目前军队院校针对装备课从实战

角度设计教学场景、背景和操作，使学员在教学中

体验战场环境，通过实战化教学加强思政教育组织

较多。但原理课程围绕实战开展思政教育并不多

见，可参考和借鉴的较少，实战化教学氛围不浓厚。

２　突出军政素养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通信原理”课程从理

论教学内容上看，虽然与地方高校并无太大差异，

但由于军队院校教育德育为先、强化政治素养以及

贴近实战等要求。“通信原理”课程教学除借鉴地

方高校课程思政理论外，为突出军政素养，还应从

军事通信发展、世界军事变革与发展、部队红色传

统文化以及军事通信保障职业素养等方面去挖掘

思政元素。

２．１　与军事通信发展相联系
军事通信是军队为实施作战指挥、协同和武器

控制，综合运用各种通信手段进行的信息传递，是

军队实现信息化的可靠保证和战斗力的倍增

器［４］。从我军缴获的第一部电台到目前自行研制

的军事通信装备发展历程，让学员了解我军军事通

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强到盛发展的历史转变，

提高学员学习“通信原理”课程的积极性，激发他

们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２．２　与世界军事变革与发展相联系
在掌握理论所需、岗位急需、素质必须的基础

上，瞄准当前部队发展的特点规律，及时掌握最新

的世情、国情、党情、军情、民情，主动了解世界新军

事变革催生的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借鉴经验，

吸取教训，真想打仗之招、真思打仗之策、真悟打仗

之道、真谋打仗之术，加强学员对军事战略的理解，

提升战役战术谋略的水平［５］，深入探索各种通信

装备、通信方式的综合作战运用的能力。

２．３　与部队红色传统文化相联系
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有的思想道德情感和精神

传承，承载着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浴血拼

搏的战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通过革命史实、

英模故事、名言警句等形式开展红色文化课程思

政，感悟优良传统，接受精神洗礼，从情感上激发价

值认同，从思想上加强政治引领，将红色基因融入

学员血脉。

２．４　与军事通信保障职业素养相联系
将部队通信保障的典型任务、先进事迹融入到

课堂教学，引入理想信念、优良传统教育等思想政

治内容，让学员切身感受到在各种急难险重的通信

保障任务中不畏艰难、勇敢顽强、不怕牺牲、不屈不

挠、机智灵活、敢打必胜的勇气和胆量；在确保作战

指挥通信顺畅、确保各类信息系统稳定高效运行中

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雷厉风行、

快准细严的工作作风，处变不惊、坚韧不拔的意志

品质；在执行重大任务、日常战备值勤、专业技能训

练、装备技术保障等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平战一

致、高度戒备、主动配合、密切协作、遵章守纪、严守

秘密的战备观念和职业素养。

３　突出军政素养的课程思政实践
军队院校相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其人才培养的

目标更具指向性，课程思政对含军味含战味含兵味

的内容要求和标准更高。因此，突出军政素养的

“通信原理”课程思政可通过下列途径融入教学。

３．１　融入军事辩证思想，提升军事思维水平
军事辩证法思想是通过军事实践主体的辩证

思维作用于军事实践，对军事指挥员形成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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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思维方法具有重要意义［６］。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７］。通过对整个课程知识

章节的学习和分析梳理，在设计一个通信系统时，

要建立性能指标评价体系，不同的通信系统对指标

要求不尽相同，但是有效而可靠的系统则是共同追

求。通信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总是一对矛盾，他

们相互制约，相互关联，可以互换，整个“通信原

理”的学习研究都是为了试图解决这个矛盾。正

是这个特点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对立与统一的思想

价值。军事通信的发展与运用实际上是进攻与防

守、矛与盾的相互较量与演变，体现了能战方能止

战的对立和统一军事辩证法思想。通过引导学员

加强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理论学习，牢固树立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理解和确信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通过洞悉战争领域矛盾运动的

一般规律，提升学员军事思维水平。

３．２　融入军事战略，拓展军事战略视野
军事战略，广义上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

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如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经济

发展战略等，主要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

略［８］。“通信原理”课程教学目标之一是通过课程

学习，使学员理解通信系统原理，掌握通信信号时

频域建模和处理方法。信号时域表示较为形象与

直观，频域分析则更为简练，剖析问题更为深刻和

方便［９］。目前，对通信信号的处理、分析和应用在

频域研究较多［１０］。美军于２００７年首次提出电磁
频谱战这个概念，并于近几年陆续推出电磁频谱战

的相关法规。电磁频谱战已成为传统“陆海空天”

后的第五维作战领域，凸显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

义。通过讲解分析，引导学员突破传统思维定势，

拓展军事战略视野，创新军事战略思维，站在战略

高度去思考国防大业、国家未来和民族之兴，去了

解外军战略动向、国家战略布局、国际安全形势，研

究现代战争、创新军事理论、提升思维层次，努力向

适应信息化战争加速转变，适应国家安全和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适应实现强军目标、履行军队使命任

务的新要求。

３．３　融入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
红色基因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鼓舞着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坚强自立、坚持梦想、勇往直前［１１－１２］。围绕我军第

一部通信装备“一部半电台”，介绍１９３０年１２月
底，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龙岗战役中，歼

灭了国民党张辉瓒部。这次战役缴获了第一步无

线电台，由于当时的战士不认识这个新物件，不慎

把电台的发报机部分砸坏了，成了能收不能发的半

部电台。不久，在追击谭道源部的战斗中，红军又

缴获了一部完好电台。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０日，红军第
一个无线电队就靠着这“一部半电台”成立了。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叶坪开幕，与此同时，呼号为 ＣＳＲ的红色中华
通讯社正式成立，报道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通过无

线电台，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传向全中国，传向全

世界。后期，从“一部半电台”发展起来的中央苏

区电讯在保卫红色政权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通过“一部半电台”的故事探寻我军军事通信的起

源，感悟红色通信的初心。

同时，在通信系统中，信道是连接发送端与接

收端的纽带，结合长征故事，讲述开国少将严庆堤

时任通信班长时，爆发湘江之战，在军团长指挥作

战期间，电话突然中断。严庆堤不顾生命危险，经

过寻线排故找出线路损坏点，修复好线路后，突然

一枚炮弹在身边爆炸，身负重伤，电话线路再次炸

断，备用电话线也炸烂了。此时，严庆堤把自己身

体当成导线，一手拉一端电话线，最终保证了通信

的畅通。通过严庆堤在不惜用身体通电接通电话

线确保战役胜利的故事，让学员亲身实验感受双手

连接电话线，电流通过身体导电的震颤感，感悟革

命先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牺牲奉献精

神，引导他们传承敢于牺牲、敢于奉献的优良传统，

把个人发展与时代发展和强国强军伟业联系起来，

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追求无我的政治自觉［１３］。

３．４　融入战斗精神，培育职业素养
战斗精神是军人在战争中个人的意志品质、必

胜信心、战斗作风、心理素质和纪律观念等职业精

神的全面体现［１４］。在“通信原理”实验教学中，开

展实兵实操通信对抗，针对敌对电台的有意干扰，

利用扩频通信技术，提高抗窄带干扰和有意的能

力；设计伪码控制的载频跳变规律，防止敌方窃听

等等，营造实战化教学浓厚氛围，坚持把战斗精神

元素贯穿渗透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去，让学员在实战

化教学中形成学时即战时，实践即实战的意识，培

育技能超群的打仗本领。通过开放性、互动性的通

信对抗活动，通过近似实战环境锤炼、高难度科目

实践、模拟实战演练等有效途径，培养学员带兵打

仗、不畏强敌的勇气、敢打必胜的意志，始终保持革

命军人的虎虎生气，努力成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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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教学效果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连续３年秋季学期，我们在“通

信原理”课程中实施突出军政素养的课程思政后，

分别以问卷形式对学员、队干部和教学督导专家认

可程度进行调查，收集有效问卷分别为 ２３８份和
４６份。图１、图２说明，学员和队干部、教学督导专
家分别认为课程思政内容体现出“为战育人”均为

１００％，能够激发学习兴趣的占９０％和９１．６７％，对
提高军政素养非常有帮助的占８６％和８３．３％，但
思政方式方法比较恰当的占７８％和７５％。说明，
突出军政素养的“通信原理”课程思政能使学员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明显增强，军政素养显著提

升，但教员思政的方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思

政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图１　学员问卷调查情况

图２　学员队干部和督导专家问卷调查情况

５　结语
结合军队院校课程思政思想性和针对性要求，

针对空军预警学院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通信

原理”课程思政存在为战育人指向不突出、政治素

养引领不明显、围绕实战氛围不浓厚等问题，探索

从军事通信发展、世界军事变革与发展、部队红色

传统文化以及军事通信保障职业素养等方面挖掘

思政元素，将军事辩证法思想、军事战略思维、红色

基因和战斗精神等含军味含战味含兵味的思政教

育融入教学并开展实践，取得较好的效果，使专业

育人目标、课程教学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三者有机

融合，促进学员对为战育人的主动认同，使课程教

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协同效应，为培养军政兼优

的生长军官学员打下坚实基础。但教学实践也显

示出，教员作为课程思政的第一责任人，还需进一

步提高思政素养，使思政方式更加恰当，过程更加

顺畅，内容更加完善，这将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

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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