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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开展思政教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信号与
系统课程的特点，探讨专业课程中思政教育的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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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思政元素探索

  2.1 宏观上的思政内涵导入

虽然《信号与系统》这门课重点是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但信号与系统理论的应用却涉及人

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2018年5月川航3U8633航

班遇险后之所以能够安全备降，一方面源于机组

成员沉着果断的应急处理，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各

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

信号。努力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加强信息处理

的能力，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因

此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同学们大有可为。

通过类似事件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引导学生们

努力夯实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立志报国

强国的使命担当。

  2.2 具体知识点的思政内容引入

    2.2.1 信号的正交分解

信号的正交分解是信号分析理论的基础，对

信号进行频域分析，即将信号表示为三角函数或

虚指数加权之和的形式，其实质就是对信号进行

数学变换，将信号分解为完备的正交信号集。可

以证明，正弦信号集、虚指数信号集是完备的正

交信号集。

除此之外，勒让德多项式、契比雪夫多项式

等等也属于完备的正交信号集。这一知识点的思

政主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切入：（1）理论基础

0  引言

传统的思政教育仅仅依靠四门课程，新时代的

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加大思政课程体系建设，扩宽思

政课程领域，即要求高校的各学科、各专业都要发

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所有教师都要承担价值引导

的育人职责，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协同育人[1]。

课程思政强调的是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

的教育理念，要求充分发挥各类课程隐含的思政教

育功能，将专业技能培养与价值观培育相结合，消

除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脱节的现象[2]。

为紧跟新时代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依据专业

课程特点，深入挖掘《信号与系统》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资源，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职业观，发挥专业课程的隐性教育功能[3]，推

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教育转型[4]。

1  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定位

《信号与系统》课程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等

电子信息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一般在大学二

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是重要的理论分析课程，要求

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和经典的分析方法解释并计算信

号、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约束关系[5]，信号与系统

课程所述知识的牢固掌握将为后续的《通信原理》

《数字信号处理》《移动通信》等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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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层建筑的关系。（2）行路百里半九十。

将时域信号表示为正弦类信号，为进行信号的

频域分析打开了大门，继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重要研

究成果，包括抽样定理、Parseval能量守恒定理和

快速傅立叶变换FFT等，由此揭示了基础理论的重要

性。作为新时代青年，必须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努力

学习，打好理论基础，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成长道路

上有所建树，对国家和社会有所贡献。

在Fourier（傅立叶）之前，Euler（欧拉）

曾提出过类似的结论，即将时域信号表示为正弦类

信号，但由于当时学者们对这一结论的激烈争论，

Euler没有继续深入探求下去，最终这一理论成果以

Fourier作为冠名。这说明了坚持探索的重要性，警

示同学们人生道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裹

足不前，就会失去成功的机会。由此激励大家一旦

确定好目标，就要勇往直前，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的勇气和毅力。

    2.2.2 卷积积分

如图1（a）所示，某系统的响应输出y(t)等于

输入激励x(t)与系统的冲激响应h(t)的卷积积分，

即y(t)＝x(t)×h(t)，系统不同则其冲激响应h(t)

也不同。

可将社会类比于一个系统，付出和收获类比于

输入激励(t)与响应输出(t)，如图1（b）所示。

由图1（b）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生就是不

断做卷积，与社会做卷积，社会这个系统的冲激响

应简单清晰，其h(t)＝越努力越幸福。冲激响应已

知，则卷积输出y(t)值只与输入激励x(t)有关，怎

样获得理想的y(t)值呢？由该系统特性可知，若在

输入端加入的激励x(t)为“奋斗”，将会获得“幸

福”的响应输出y(t)，正如习主席所说的“奋斗的

一生就是幸福的一生”，鼓励学生时刻保持奋斗的

姿态，不断地积累幸福。

    2.2.3 复用技术

传输信号对载波进行幅度调制可实现频分复

用，传输信号的脉冲幅度调制可实现时分复用，使

用复用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频谱利用率和用户服务质

量。人的一生就如同频谱资源一样是有限的，虽然

频谱可以复用，但人生无法复制，其一可以告诫学

生珍惜时光，善待时光，并将每寸光阴的效能都发

挥到最大值，在最灿烂的年华谱写最美的篇章；其

二可以同时培养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例

如如果是在座的同学们发现了奈奎斯特定律，即以

大于或等于奈奎斯特采样频率对信号采样可恢复原

信号，同学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能否想到多路信

号的通信不需要排队等待，而是可以并肩同行，可

将时分复用技术付诸实践。鼓励学生勤于思考、勤

于学习、勤于发现，为祖国的通信事业贡献力量。

  2.3 实验实践环节的情节融入

《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实验主要是围绕时域、

频域和复频域三方面展开，实验教学有助于加深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在实验过程中，同学们会遇到问

题、交流问题、并且通过合作解决问题。可以让学

生发表自己的所思所想，活跃课堂气氛，同时把解

决问题的过程引申到人生道路上来，困难是暂时

的，胜利就在前方。鼓励学生保持质疑的精神，善

于发现事物的弱点，突破传统，另辟蹊径。

3  结语

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要依据不同专业的不同

特点进行，其关键点在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6-8]。作为专业课教师，首先要提升自

身的课程思政思维，自觉探索具有人文情怀或人性

光辉的经典事例，将专业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

起来，引导学生志存高远、勇于奋斗。课程思政是

新时代全新的教育理念，《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思

政教学探索，是为实施这一教育理念所做的有效尝

试，必须继续挖掘专科课程的思政内涵，将思政教

育贯穿整个专业课教学中，牢牢把握“立德树人”

的教育本质，努力培养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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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卷积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