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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处理”中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王媛彬   潘红光   苗 露 

 

摘  要：图像处理是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一门核心课。本文结合图像处理课

程的建设规律、教学特点，对该课程中的课程思政进行探索与实践。根据学生的

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

教学目标，通过树立多层次的教学目标、知识技能目标、思维能力目标、价值体

系目标，有效提升学生思政学习的效率，结合多样化的教学资源提高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新

工科背景下创新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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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图像处理”是当前机器人、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等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的

一门核心课程。该课程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理论为基础，以数字图

像处理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为重点，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视觉系统

应用问题的综合能力及创新思维。本文结合课程的建设规律、教学特点，在培养

方案、教学大纲中充分考量“传道”“授业”“解惑”同步提升的实现度，力图

筑牢课程思政的课程基础。 

新形势下，在图像处理课程引入思政教育的意义就是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让学生深刻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图像处理”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探讨，将学校立德树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和励志图

存、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等思政元素全方位隐形融入教学与实践中，根据学生的

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

教学目标，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应用型

人才。 

2“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1）价值塑造。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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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化，坚定学生“四个自信”，作为切入点进行案例练习与制作，使学生能

够有意识地自觉承担其历史赋予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神圣

使命，并且结合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全民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起到良好的宣

传作用。 

（2）知识传授。通过讲授图像增强、图像分割、机器学习等算法及matlab  

pathon等仿真工具，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顺应时代的发展，为学生毕业后

从事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等相关性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3）能力培养。根据工科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案例代练以及竞赛、项目的

形式，进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充分调动其参与课程建设的热情，更好地进行专业知识和思政知识的学习。 

3 图像处理课程教学中实施思政教学的途径 

   （1）树立多层次的教学目标。思政教学强化了学生作为知识学习的主体地位，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与独立思考。考虑到学生思维的发散性、浅显性，课程需要树

立明确的、递进的教学目标，对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进行适当的约束和引导以求得

思维能力的最大化发挥。基于图像处理课程中蕴含的精神内涵，在知识与能力的

基础地位上整合思政元素，形成了知识技能、思维能力、价值体系三个层次的教

学目标。  

1）知识技能目标：主要包括：①掌握图像处理各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模型；

②掌握机器视觉主流算法的数学原理和编程实现；③掌握机器视觉各算法的适用

场景和优缺点。通过知识技能的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间的对话与沟通、合作与

探索，将课程思政这种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行为，为后续的思政教学目

标建立良好的基础。 

    2）思维能力目标：在掌握课程知识和相关技能的前提下，对学生思维能力

进行培养，并增加适当的思政目标引导，包括：①发现当今我国亟待解决的国计

民生问题；②在已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独立自主的创新。通过这个过程学生

不仅初步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领会了“为什么做”“如何做”的精

神内涵，从而实现思维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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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价值体系目标：培育学生的价值体系，是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也是其

区别于知识体系教育的重要特点。包括：①准确、严谨、科学地分析现象，用科

学的思想解释现象，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意识；②发挥团队协作的精神和集体智

慧；③探索国家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致力于解决关键的、切合实际需要的问题，

树立“大国工匠”的责任担当；④ 在学习实践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信、友善、平等、自由等。 

   （2）利用多样的教学资源。仅依靠“填鸭式”灌输思政元素的教学会增加学

生精神上的负担，带来学习的疲劳感，进而产生抵触情绪，降低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因此，引入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丰富思政学习的样本与资料，使学生能够在

开放的环境下充分发挥思维的发散性，有效提升思政学习的效率。课程中利用的

教学资源包括理论知识资源和新媒体文化资源。 

1）理论知识资源：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专业知识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结合声音、图像、动画等多媒体手段的数字图像处理理论知识是教师可支配的最

直接、最成熟的教学资源。但是，目前相关的教材资料仍然以介绍、讲解国外20

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提出的经典问题和算法为主，因此本课程对当前理论知识

资源做出如下扩充：①近20年最新的数字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研究热点领域及问

题的剖析；②近20年最新的机器视觉应用技术展示和原理介绍。补充的理论知识

资源大量涵盖国人所提出的理论、算法、技术创新，树立学生的学术自信、创新

精神和爱国情怀。 

    2）新媒体文化资源：将新媒体资源融入数字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课程的方

式包括如下四种：①分享机器视觉从业人员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或发明创造，引

导学生体会发生在身边的科技发展，激发其科研创新的兴趣；②解读国家权威互

联网媒体发布的时事消息，引导学生讨论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如2020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服务机器人搭载的红外图像测温技术、人工

智能AI的CT影像分析技术等，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社会责任感；③让学生在

更深刻理解视觉算法技术的同时，了解到技术革命对于我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巨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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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课程思政案例实施   

    课程利用案例式教学、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项目设计等教学方式，将诚信、

平等、勤奋、创新的价值观融入其中。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做好

思政元素与教材融合、与教师融合、与教学方法融合，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

业课程的目标、内容、方法三个方面，保障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运行，达到思政

有内容、联系重依据、教育有效果的目标。   

   （1）绪论中的思政案例设计 

①讲解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历史，重点介绍我国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发展

过程中涉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故事，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②简述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的应用现状，以二维码电子支付为例，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

对该领域发展前景的信心及投身于该领域研究的决心。 

   （2）图像分割中的思政案例设计 

   在课堂讲授环节中，摒弃传统的授课模式，以互动式课题研讨模式为主。结

合我校专业特色，以“煤矿井下车辆车牌识别”课题为例，将学校团结、勤奋、

求实、创新的校风和励志图存、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与实践

中。首先，介绍该课题的应用背景，这对于煤矿提高生产效率具有极大的现实意

义。其次，介绍该课题当前的相关研究现状、各种关键技术、制约瓶颈，讲解车

牌照的分割、定位、提取技术，车牌照字符的分割与识别。教学中，对学生进行

分组，组内学生需要进行实验操作、案例设计、分工协作、案例汇报，从而培养

学生的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积极向上、投身社会主义

建设的良好道德品质。车牌识别流程如图1所示。 

 

 

                          图 1  车牌识别流程 

5 结  语 

    本文主要对“图像处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探讨，根据课程特点、规律

及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新工科背景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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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型人才。 

作为高校教师，除了注重专业知识的提高外，还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的人文素

养，积极学习和贯彻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新要求，从而更好地进行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做到专业知识和

思政元素的相互融合、有机统一，更好地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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