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陈栋

课程名称 数字信号处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三（上）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必修专业课，涉及的基础知识面广

（如工程数学、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课程）、专业覆盖面较宽，它

自身的体系包括：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z 变换、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

数字滤波器设计和有限字长效应等几部分。为后续课程及从事相关领域的工程技

术和科学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新工科人才——数字信号处理的概念及发展

2.对应章节：绪论

3.课程讲次：第 1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领会数字信号处理基本概念：信号、系统、信号处理的概念，数字信

号处理系统的基本组成。

（2）领会数字信号处理的特点、应用及发展。

2.思政目标

通过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探索精神、创

新欲望，提高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养成科学思维和创新习惯，形成大工程观，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树立责任感、

交流沟通、终身学习、创新思维，成为具有工匠精神的新工科人才。



四、案例主要内容

随着信息学科的快速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开发

引起的计算机学科飞速发展，自 1965 年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提出后，数字信号

处理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已经应用于几乎所有工

程、科学、技术领域，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数字信号处理是利用计算机或通用（专用）的信号处理设备，采用数值计算

的方法对信号进行处理的一门学科，包括滤波、变换、压缩、扩展、增强、复原、

估计、识别、分析、综合等加工处理，以达到提取有用信息、便于应用的目的。

五、案例教学设计

1.从名人名事管中窥豹，了解学科发展，树立远大志向

利用学科发展史中的知名人物、产业发展中的著名事件作为切入点，介绍傅

里叶、库利、图基等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信号处理发展史

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述我国信号处理领域李衍达院士、毛二可院士等老一辈科学

家的求学治学故事，使学生感受他们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

严谨治学的科研精神以及勇担使命的爱国精神，激励学生传承和发扬追求真理、

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2.由案例探讨归因上位，提炼共性问题，培养思辨能力

本课程数学公式多、概念抽象、难于理解，将教学难点置于循序渐进的实际

问题情境中来完成，总结和强调规律性，通过古今/中外对比总结，从案例中提

炼问题，从数学建模再抽象概括为理论，强调问题的共性和本质，分析核心关键

步骤，明确知识内涵和物理意义，提升学生分析、比较、归纳、提炼共性技术、

关联和转用知识的能力。

3.借前沿应用设疑引趣，增加时代担当，涵育创新意识

以“中国制造”前沿案例展示我国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在国际上的水平，如：

华为与苹果公司的技术竞争不仅在 5G 芯片，也延伸到了医疗领域的可穿戴式

“房颤检测”，两个团队成果的指标对照，华为完胜，可见我国科技实力和医学

技术近年飞速发展，正在推进智慧医疗产业和健康中国 2030 快速实现。



六、教学反思

通过思政点与知识点的深度融合引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体会到先进的科学技

术在国际竞争中至关重要，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树立信心理想，

将个人所学与国家需要、民族发展结合起来。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部

分学生会主动在课后与老师交流，并思考自己遇到的专业问题的具体实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