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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计算机信息安全技术课程思政项目化教改实践研究
 周小艳  王永周 *

重庆移通学院，重庆 401420

摘要：随着计算机信息安全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高校作为信息安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课程体系的改
革对行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传统的信息安全课程更多关注技术能力培养，往往忽视了学生责任意识、伦理素养和安全观念的培
养。为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本研究提出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信息安全课程教学，通过项目化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专
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研究首先分析了信息安全技术课程的现状，论证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的必要性，进而基于项目化教
学理念提出了教学体系优化的具体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化教学改革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还能促进思政素养的发展，为高校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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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the problem of network secur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train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talents,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colleges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cours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ical ability, and often ignor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thical accomplishment 
and safety concep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guidanc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courses, and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 Firstly,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course,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thod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the project teaching concep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techn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teamwork ability,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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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安全是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基础，其技术
发展与应用涵盖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系统防御
等多个领域。高校信息安全课程承担着培养高素
质专业人才的重要使命，但现有教学模式在实际
运行中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技术教育与伦理
教育分离等问题，难以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信息安
全人才的需求。

近年来，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
点方向，强调专业教育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在信息安全课程中融入职业伦理、社会责任和法
律合规等内容，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提升综合素养。本研究基于项目化
教学理念，探讨在信息安全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
的具体路径，通过梳理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提
出教学优化方案，并对其实践效果进行评估，最
终构建兼具技术性、实践性和育人价值的教学体

系，为信息安全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和实践参考。

一、高校计算机信息安全课程思政教学概述

（一）信息安全技术课程的特点
信息安全技术作为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分支，

其核心任务是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完整性和
可用性。高校信息安全课程内容广泛，涵盖密码
学、网络攻防技术、系统安全管理和数据隐私保
护等关键领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旨在培
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水平。

然而，当前教学模式仍存在明显局限，过度
强调技术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安全伦理、社会责
任以及技术应用边界等非技术性因素的引导。事
实上，信息安全问题不仅关乎技术，更涉及社会
信任、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等复杂层面。例如，
学生在学习渗透测试技术时，若缺乏基本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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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职业伦理观念，极易出现技术滥用现象，
甚至引发社会风险。因此，在信息安全课程中融
入课程思政，通过价值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安全观念，是推动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二）课程思政在信息安全教学中的作用
课程思政在信息安全教学中的应用，既能深

化知识传授效果，又在学生职业伦理塑造与社会
责任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课程思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网络安全意
识。信息安全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还涉及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等多重维度。教师可以通
过结合典型的数据隐私保护案例，引导学生认识数
据合规管理的重要性，从而加深其对信息安全社会
意义的理解，增强学生的综合认知能力。

其次，课程思政在培养学生技术伦理观念方面
具有显著作用。信息安全技术的应用必须严格遵循
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标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网
络攻击案例的剖析与讨论，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技术
滥用的潜在危害，帮助其在掌握技术的同时，树立
正确的职业伦理观念，规避技术滥用风险。

此外，课程思政还能在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信息安全问题通常涉及跨学科、
跨部门的协作，单靠个人难以高效解决。通过小
组合作任务，学生可以在团队中学习沟通技巧、
协商方法及共同决策策略，进而有效提升其综合
素养和协作能力，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三）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引入
项目化教学模式以任务驱动、团队协作和问

题解决为核心理念，在信息安全课程改革中展现
出重要价值。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项目化教学
更强调学生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
的培养。

首先，通过构建仿真实验环境，能够显著提
升学生的实战能力。例如，在“企业网络安全攻
防演练”项目中，学生在虚拟环境下分析系统漏
洞、设计攻击策略并制定防御方案，不仅加深了
对网络攻防技术的理解，还强化了安全责任意识。

其次，项目化教学注重团队合作与角色分工。
以“数据安全保护”项目为例，学生在项目中分
别扮演安全分析员、渗透测试员和合规审核员等
角色，共同完成安全策略的设计与优化任务。这
种基于角色分工的协作模式，不仅能提升学生的
技术水平，还有效增强了沟通、协作和应变能力，
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场景。

最后，项目化教学在引导技术伦理思考与社
会责任培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通过组织
“道德黑客挑战赛”，学生在合法合规框架内进
行安全评估与漏洞修复实践，并针对具体问题提
出改进方案，进一步加深了对技术应用边界的理
解，强化了职业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二、高校信息安全课程教学现状及问题

（一）教学内容局限，思政元素覆盖不足
目前，信息安全课程主要集中在密码学、网

络攻防、系统安全、数据隐私保护等技术领域，
强调核心技术知识，而对数据伦理、信息安全法

规和行业规范等非技术性内容覆盖较少。学生更
关注技术操作，忽视社会责任与法律约束。

在技术教学中，漏洞扫描、渗透测试等攻防技
术受到较多关注，但对这些技术的法律边界和伦理
风险的讨论相对不足。例如，未授权的渗透测试可
能引发法律责任，加密技术的使用需符合行业标准。
然而，课程在这些方面的内容较弱，导致学生虽具
备技术能力，却缺少合规思维和风险意识。

此外，数据隐私保护已成为全球信息安全的
重要议题，但现有课程对数据安全管理及个人信
息保护法规的比重不足，学生在职场中难以快速
适应企业合规要求。因此，在课程中有机融入思
政元素，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是
优化课程的关键方向。

（二）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环节
不足

现阶段，信息安全课程仍以传统讲授式教学
为主，课堂互动较少，案例教学比重偏低，导致
理论与实践脱节。部分高校已引入实验教学，但
多为标准化流程，学生按照固定步骤完成操作，
缺少真实安全环境中的探索与实践，难以提升自
主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内容多为静态漏洞分析、加密解密等基
础任务，真实场景覆盖不足，缺少企业级安全架
构部署、动态攻防训练及应急响应等训练，学生
在行业中需较长时间适应。此外，实验任务多为
个人操作，未能充分训练团队协作能力。因此，
提升实验教学的真实场景模拟能力，强化团队合
作任务设计，是课程改革的重点方向。

（三）考核体系以知识测试为主，综合能力
评估不足

当前信息安全课程考核方式以笔试和基础实
验为主，主要评估理论知识和基础操作能力，但
对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安全责任意识的考
核较少。笔试难以全面衡量学生应对实际安全挑
战的综合能力，实验考核则偏重固定流程操作，
缺乏综合分析与自主探索。此外，现有考核方式
较少涉及团队协作评价，学生更关注个人技术实
现，忽视网络安全事件处置中的团队协同要求。

三、项目化教学在信息安全课程中的实践路
径

（一）构建基于项目化教学的课程体系
项目化教学模式强调任务驱动与问题解决，

课程设计需紧密结合信息安全领域的实际需求，
帮助学生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掌握核心技
能，同时培养其安全防护意识和综合素养。

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课程应涵盖密码学应用、
网络攻防策略、系统安全管理等技术模块，同时
有机融入团队协作、职业伦理和安全合规等关键
内容，确保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全局安全观念
与合规意识。

课程可采用任务递进模式进行设计，分为初
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注重基础安
全技术的掌握，例如基本加密技术与漏洞扫描；
中级阶段聚焦企业级安全架构分析及常见攻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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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策略；高级阶段则引入综合性攻防演练，要求
学生在复杂安全场景中完成攻防任务，提升其应
对真实安全威胁的能力。这种递进式学习路径能
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其在任务解决
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安全防护体系的理解。

（二）优化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传统信息安全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课堂互

动较少，案例分析和实验训练比重不足，导致学
生在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方面存在短板。项
目化教学强调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在任
务执行中自主探索与协作，进而培养系统化的安
全思维能力。

案例教学是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重要途
径，能够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信息
安全技术。翻转课堂模式则鼓励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基础知识，课堂上通过小组讨论和方案设计进一步
巩固并深化对知识的理解。情境式实验教学通过构
建仿真的网络攻防环境，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完成
安全评估、防护策略制定及应急响应等实践任务，
增强其实战经验。这些多样化教学方法的结合，不
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还能培养其综
合分析与解决复杂安全问题的能力。

（三）完善考核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现有信息安全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依赖笔试

与实验操作测试，评价重点集中于知识掌握情况，
较难全面衡量学生的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
安全责任意识。项目化教学需构建多维度评价体
系，综合考核学生的技术能力、决策分析能力及
合规意识，促进其全面发展。

考核方式应涵盖理论测试、项目实践、案例
分析及团队协作表现等多个维度，确保评价体系
的科学性与全面性。过程性考核可通过课堂互动、
任务反馈及项目过程跟踪等方式，持续关注学生
的学习进展，并评估其在安全管理和问题解决中
的综合能力。考核不仅要关注学生对核心技术的
掌握程度，还应注重思考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的
评估，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自身的安全策
略思维。

四、信息安全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智能化教学的应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为信息安全课

程的智能化教学提供了重要支持。智能学习系统
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和掌握情况进行动态分
析，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优化个性化学习路径，
显著提高学习效率与教学效果。

云端实验室和自动化评测系统的应用进一步
提升了实验教学的灵活性和实践效果，使学生能
够随时随地进行实验操作，并通过系统的实时反
馈不断完善实践能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教师
可以更高效地跟踪学生学习进展，精准定位薄弱
环节，提供有针对性的辅导，全面提高教学的精
准性和互动性。

（二）跨学科融合提升综合素养
信息安全作为一个高度交叉的学科领域，涉

及法律、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内容。未来，

课程将进一步强化跨学科融合，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与多维度思维能力。

引入法律模块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数据合
规管理、网络安全法规及国际标准，增强其合规
意识；安全心理学课程则能够提高学生对社会工
程攻击的认知与防范能力；伦理学内容将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技术应用观，增强社会责任感与职
业道德意识，从而在面对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时
具备更强的全局判断力和道德决策能力。

（三）实战化教学强化实践能力
实战化教学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

的关键方向。未来，信息安全课程将通过真实安
全事件分析、漏洞挖掘、红蓝对抗演练等多样化
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在真实网络安全环境中的实
战经验。

课程将引入动态安全环境与自动化安全运维
平台，使学生在模拟现实场景中进行防御策略设
计和应急响应训练，培养其快速反应和解决实际
安全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行业的合作，
邀请企业安全专家参与教学，基于行业前沿案例
开展专项讲座与联合项目，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
行业需求，缩短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的差距。

五、结束语

信息安全课程的改革不仅要强化技术教育，更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感。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引入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路径，能够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
实现技术教育与价值引领的协同育人目标。

面向未来，信息安全课程需进一步融合智能
技术、跨学科资源与实践教学，不断优化教学体
系，创新教学方法，全面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与
综合素养，培养既具备高水平专业技能、又具备
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复合型信息安
全人才，助力行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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