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报 说 明

1.每门课程均需明确“推荐类别”，只能从“职业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中选择一

个选项填报。

2.申报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

授。

3.“学科门类/专业大类代码”和“一级学科/专业类代

码”请规范填写。没有对应具体学科专业的课程，请分别填写

“00”和“0000”。

4.申报书按每门课程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5.所有报送材料均可能上网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

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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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华为基础教程（HCNA）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实践类课程

所属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代码

电子信息大类/51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计算机类/5102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一年级（高起专 函授）

学 时 28 学时面授+30 学时自学

学 分 6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28 日（上传教

务系统截图）

2021 年 3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13 日（上传教

务系统截图）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143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线上课程地址及账号

高校邦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http://imooc.gaoxiaobang.com/#/courses/detail/46917

（用户名：13792042945 密码：2148086qian）

云班课申报网址:

http://jk.mosoteach.cn/#/4380
（用户名：13792042945 密码：2148086qian!）

(以上两个链接，个别电脑直接点击可能打不开，请

复制网址到浏览器打开。)

注：（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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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基本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 8 人之内）

序

号
姓名

院系/

部门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教学任务

1 申加亮
信息

工程系
1979.04

教研室

主任
副教授

188063

37105

23399602@

qq.com

思政内容指

导审核和

1.1 课程制

作讲授

2 钱玉霞
信息

工程系
1980.08 教师 副教授

137920

42945

71331854@

qq.com

思政元素挖

掘和

2.3-2.4 课

程制作讲授

3 霍晓利
成人教

育处
1967.07

成人教

育处处

长

教授
135163

35796

huoxl@163

.com

思政内容指

导审核

4 刘春燕
信息

工程系
1980.12 教师 副教授

137343

00208

735278156

@qq.com

思政元素挖

掘和

2.1-2.2 课

程制作讲授

5 刘丽丽
信息

工程系
1983.01 教师 讲师

184633

90179

39614833@

qq.com

1.3 课程制

作讲授

6 崔维群
信息

工程系
1969.02 教师 教授

158633

85156

rzcuiwq@1

63.com

1.2 课程制

作讲授

7 张琳琳
信息

工程系
1979.02 教师 讲师

188633

89808

932531927

@qq.com

3.1 课程制

作讲授

8 黄萌
信息

工程系
1981.02 教师 讲师

138633

12571

39025809@

qq.com

3.2 课程制

作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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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课教师（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

课程负责人

情况

（近 5年来在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和理论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

1.承担教学任务

近 5年来，承担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理论和实践课程共计

7门，总计 2790 余学时，具体如下：

《H3C》累计 450 学时；

《顶岗实习》累计 320 余学时；

《网络互连技术》累计 400 学时；

《华为高级教程（HCNP）》450 学时；

《综合布线技术》累计学时 450 学时；

《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累计学时 300 学时；

《华为基础教程（HCNA）》累计学时 300 学时；

《华为高级教程（HCNP）综合实训》累计 120 学时。

主持继续教育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高起专函授）和高职

计算机专业技术的课程思政深化改革研究与实践，已经完成第

一轮的专业课程思政改革。

2.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

项目名称 时间

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课程思政的

“四三三”高职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以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为例，立项

2019 年

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科研课题：高职电子信息

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与策略研究，立项
2020 年

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结题
2017 年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教学研究项目：职业院校专业思政

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已经推荐省教育厅
2021 年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课程思政科研项目：课程思政育人

效果考核评价指标研究
2021 年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 数字化

“课程思政”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2021 年

山东省职业教育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立项建设项

目：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2018 年

高校邦：《华为基础教程（HCNA）》课程思政在线开

放课程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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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职教：《华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思政在线开放

课程
2021 年

研究论文：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与

策略研究
2019 年

研究论文：高职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2021 年

3. 教学奖励

获奖项目 时间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比赛一等奖 2017 年

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2019 年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比赛三等奖 2016 年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比赛三等奖 2018 年

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2020 年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 2016 年

“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 2020 年

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9 年

《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被评为山东省继续教育优质

数字化课程
2020 年

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研究课题：基于互联

网+的行业职工教育培训模式研究，山东省企业培训与

职工教育重点课题研究二等奖

2016 年

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研究课题：校企合作

公共服务网络信息平台构建研究，山东省企业培训与

职工教育重点课题研究二等奖

2016 年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水利职工远程教育培训网络平台

建设研究，全国水利职工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2016 年

4.其他成果

近五年主持和参与《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等省级精品课

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继续教育优质课等）6门，在线开放课

2门；指导学生在各类创新创业和技能比赛中获国家级三等奖

以上 5 项，省级三等奖以上 40 余项；发表论文 8 篇（核心 2

篇）；申请专利 5项（发明专利 2项）；主编（副主编）教材

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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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情况

（近 5 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本课程教育教学、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参加课程思政学习培训、集体教研、获得教学

奖励等方面的情况。如不是教学团队，可填无）

1. 课程思政建设

项目名称 时间

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课程思政的

“四三三”高职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以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为例，立项

2019 年

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科研课题：高职电子信息

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与策略研究，立项
2020 年

课程思政研究论文：高职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教育融

合研究
2019 年

课程思政研究论文：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思政实

施路径与策略
2020 年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教学研究项目：职业院校专业思政

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已经推荐省教育厅
2021 年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数字化“课

程思政”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2021 年

高校邦：《华为基础教程（HCNA）》课程思政在线开

放课程
2019 年

智慧职教：《华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思政在线开放

课程
2021 年

山东省职业教育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立项建设项

目：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2018 年

2. 课程思政学习培训

培训时间 培训项目名称 参与人员

2017.02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 崔维群及成员

2018.03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题培训班 申加亮及成员

2018.12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班
崔维群及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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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
全国高校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建设

专题研修班
钱玉霞及成员

2019.11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解析及

信息化教学设计高级研修班
钱玉霞及成员

2019.12
职业教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案例培训
申加亮及成员

2020.01
全国高校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建设

专题研修班
钱玉霞及成员

2020.12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培训班 崔维群及成员

2020.12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专

题培训班
申加亮及成员

2021.02 “开学第一课”教研讨论 全体成员

2021.02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参赛资

料筹备与备赛技巧指导
全体成员

2021.03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系列线上专题研

讨会
全体成员

3.教学奖励

获奖名称
获奖

人员

时间及

等级

全国优秀教师 崔维群
2018 年

国家级

“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全国

三等奖
申加亮

2020 年

国家级

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崔维群
2019 年

省级

《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被评为山东省继

续教育优质数字化课程

崔维群

申加亮

2020 年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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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崔维群
2018 年

省级

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崔维群
2019 年

省级

山东省农林水系统五一劳动奖章 崔维群
2019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一等奖 申加亮
2017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钱玉霞
2019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申加亮
2019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申加亮
2016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申加亮
2018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申加亮
2020 年

省级

《基于互联网+的行业职工教育培训模式

研究》，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

课题研究二等奖

申加亮

崔维群

2016 年

省级

校企合作公共服务网络信息平台构建研

究，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课题

研究二等奖

申加亮

崔维群

2016 年

省级

《水利职工远程教育培训网络平台建设研

究》，全国水利职工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二

等奖

申加亮

崔维群

2016 年

省级

《新型农民创客育训并举模式研究》，中

国职教社“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研

究”一等奖

霍晓利

崔维群

2020 年

国家级

主持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获

山东省水利软科学三等奖
霍晓利

2016 年

省级

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课题研究

二等奖
霍晓利

2019 年

省级

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二等奖 霍晓利
2020 年

省级

省优质课一等奖 张琳琳
2016 年

省级

日照市教学新秀 张琳琳
2017 年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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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竞赛获奖

近 5年来，团队教师指导各类比赛获省级以上奖 86 项，

包括国家级 11 项。其中，创新创业类大赛 45 项，指导学生技

能大赛获奖 41 项。部分创新创业比赛见下表。

获奖名称 级别 姓名 时间

全国高职院校“发明杯”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

国家级
崔维群 2020 年

全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应用大

赛

二等奖

国家级
崔维群 2020 年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

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

国家级
申加亮 2018 年

全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应用大

赛

二等奖

国家级
申加亮 2020 年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

铜奖

国家级
申加亮 2020 年

“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

一等奖

省级
申加亮 2020 年

“建行杯”第六届山东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竞赛

二等奖

省级
申加亮 2020 年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

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9 年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9 年

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钱玉霞 2020 年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

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8 年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
二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8 年

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9 年

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8 年

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7 年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

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省级
钱玉霞 2019 年

“天甲教育杯”第五届山东

省大学生创客大赛

二等奖

省级
申加亮 2020 年

第六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

新大赛

三等奖

省级
申加亮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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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本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准确把握本课程

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科学设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优化课程思

政内容供给，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等情况。500 字以内）

1.建设方向和重点

《华为基础教程（HCNA）》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高起专 函授）的核心

课程。根据继续教育学生的学习形式和职业特点，以“华为企业文化”为主线，

“规范、创新”为核心，提取职业能力、工匠精神、科技强国、职业道德、华为

企业精神等与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思政道

德素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根据继续教育学生特点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以

“局域网建设”典型工作过程为载体，创新开发课程的教学内容、教法、考核改

革等方面。(见图 1)

图 1 课程思政项目分布图

2.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根据继续教育学生求学目的性强、人生观和世界观基本成型等特点，强化隐

性思政教育，以“文化引领、岗课证融通”为理念，充分利用“HCNA 认证”在

行业中的地位，将网络行业领军企业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提取课程相关思政元

素，融入教学全过程，培养德高为先、技能精湛、积极进取的网络技术人才。

3.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遵循继续教育人才培养特点，“自学”与“面授”相结合，“理论教学”与

“实训教学”相结合，明确思政设计规划（见图 2），以项目教学为主体，结合

华为企业精神，引导学生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注重引导学生学习华为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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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创新，获益，团结”的精神。

图 2 课程思政元素规划图

五、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完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将

课程建设目标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等情况。1000 字以内）

1.以课程思政科研项目促进课程建设

本课程是继续教育课程，注重实践性。针对学生线下上课时间短，以线上自

主学习为主的特点，依托和共享团队承建的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思政资源库

（2019 省教改课题《基于课程思政的“四三三”高职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研

究成果），本课程教学案例和资源丰富，与专业知识和技能结合紧密，为课程思

政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2.创新构建“5W”项目教学法

团队成员以“Why（为什么做）、Who（为谁做）、Where （在哪做）、What

（做什么）、How（如何做）”为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项目实施过程融入思政

元素，学生工作、学习皆能受益。团队成员以“5W”教学法的教学项目《住宅小

区网络规划与故障排除》，参加 2019 年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获一等奖。2020 年，

《智慧校园网络搭建》入选全院第一批示范课堂，在不断的课程思政探索中以赛

促教。

3.构建“德、技”课程思政教学双平台

除课程面授和自学外，针对继续教育学生时间自主、有经济收入、显性思政

教育效果不明显等特点，联合日照扶贫志愿者协会以“摆渡”爱心食堂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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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金奖、项目负责人为日照唯一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课程主持人为协会副会长,见图 3）为课程思政线下平台，利用周

末等时间自由组合参与志愿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课程思政双平台。

图 3 摆渡爱心食堂志愿服务项目

4.企业文化为主线，“岗课证”融通的课程思政实践

针对继续教育特点，分解岗位技能要求，融合 HCNA 认证和“1+X”网络系统

建设与运维证书技能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体，分解、提取华为企业文化内

涵，选取“规范、创新、严谨、服务、团结”等易于执行、评测的思政要素，打

造具有思政育人理念的企业实践项目，贯彻“体验式”教学模式，将其融入课内

各单元项目模块。经过两轮建设与实践，针对成人教育学生年龄跨度大、三观确

立等特点，加强隐形课程思政建设，精心制作思政课程微课教学视频 172 个,可

供不同年级，不同学情灵活选用。在教学环节中，课前：任务调研→填写任务单,

完成对知识的探究，培养创新思维。课中：任务分析→知识讲授→方案讨论→方

案制定→任务总结,对应继续教育思政范式，融入思政元素。课后:知识拓展→凝

练升华→反馈展示。（见图 4、表 1，表 2）。

图 4 思政资源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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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华为基础教程课程思政设计（第二轮实践）

表 2 课程思政资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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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评价与成效

（概述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建设情况，以及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示范辐射等情况。500 字以内）

在创新构建新的继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针对学生多来源于在职企业人员

的特点，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结合模糊分析法进行数学建模，然后结合权重

矩阵，对评价指标分值和权重进行确定（《职业院校专业思政评价体系研究与实

践》研究成果），创新采用“3+2”的学生

考核、评价方式（见图 5）。“3”是指思

政素养考核的三个维度，由社会大众评价、

用人单位、学校三方评价机制组成。“2”

是指由“面授+自学”相结合的技能考核，

实现多元化教学效果评价。考核评价中，

思政素养评价占 30%，主要参考根据——

社会服务质量评价、线上线下课程内容参

与的完整度、工程规范达标程度、团队合

作等各个方面。

课程是校企共建课程，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都是专业教师与用人企业、就业

学生、企业专家多次探讨制定。课程每学期都进行线上采集调查问卷，分别收集

学生、社会大众以及用人单位的评价考核信息数据，根据实践、反馈建设完善。

项目实践取得 2项省级、2项院级教改成果，论文 2篇。

课程在线开放已经 2年，参加学习人数达 7000 余人次，黄河水利职业技术

学院等部分兄弟院校继续教育班级使用课程教学。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也被纳入电

子信息思政资源库，示范辐射作用显著。

七、课程特色与创新

（概述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形成的可供同类课程借

鉴共享的经验做法等。须用 1—2 个典型教学案例举例说明。500字以内）

（一）特色、亮点和创新点

1.企业文化为主线，“课证”融通贯穿课程实施全过程

课程以中国科技前沿华为的企业文化为主线，与行业权威 HCNA 认证相结合，

企业文化中“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系列思政元素，强化思想引领，实现课程思政

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

2.创新构建“5W”项目教学法

“5W”项目即为项目教学法，也可以为学生在工作中的项目解决法，为隐性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良好。基于“5W”项目教学法设计的“5W”教学法的教学项

目《住宅小区网络规划与故障排除》获 2019 年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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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技”课程思政教学双平台

以“摆渡”爱心食堂公益项目（项目为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金奖、

项目负责人为日照唯一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打造的线下课程思政实践平台，

与企业文化为主线的技能教育教学平台，线上线下结合，德技并育，特色鲜明。

（二）典型教学案例

以《智慧工业园区网络搭建——项目分析》为例，在课程引入中提出 5个问

题——Why，Who，Where，What，How。5W 既是课程的项目的教学方法，也是学

生在岗位中项目分析和实施法，详见表 3、图 6。

表 3 智慧工业园区网络搭建项目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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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智慧工业园区网络搭建项目设计

八、课程建设计划

（概述今后 5年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

题、主要改进措施、支持保障措施等。300 字以内）

（一）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继续教育人员年龄跨度大，课程思政需求多样性问题。

2.深化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解决课程思政评价主观性强的问题。

（二）改进措施和建设计划

1.增加继续教育学情分析人员样本，进行课程思政多样性融入研究。

2.高质量完成现有 2项省级、2项院级的课程思政教改课题研究工作，反馈

指导课程思政建设。

3.积极参加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培育课程思政名师；立体化建设课程思政资

源，为专业群整体思政建设提供借鉴。

（三）保障措施

1、政策支持

学院制定了《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为“思政”

工作的落实和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

2、组织保障

学院成立三级联动“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确保“课程思政”工作

落到实处。

3、经费保障

学院设立学科建设专项经费，承诺三年内每年为省级以上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投入 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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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材料清单

1.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必须提供）

（提供一节代表性课程的完整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流程说明，尽可能细致地

反映出教师的思考和教学设计，在文档中应提供不少于 5张教学活动的图片。要

求教学设计样例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表述清晰流畅。课程负责人签字。）

2. 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必须提供）

（课程负责人签字。）

3. 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选择性提供）

（申报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盖章。）

4. 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选择性提供）

（申报学校教务部门盖章。）

以上材料均可能网上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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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

问题。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申报学校政治审查意见

该课程内容及上传的申报材料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

的内容，思想导向正确，不存在思想性问题。

该课程负责人（教学团队）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不

存在师德师风问题、学术不端等问题，五年内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学校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十二、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学校进行择优申报推荐，并对课程有关信息及课程负责人填报的内容进行了

认真核实，保证真实性。

该课程如果被认定为“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学校承诺为课程建设提

供政策、经费等方面的支持，确保该课程继续建设五年。学校将主动提供并同意

课程建设和改革成果在指定的网站上公开展示和分享。学校将监督课程负责人经

审核程序后更新资源和数据。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十三、中央部门教育司（局）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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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基础教程（HCNA）》

（一）佐证材料目录

1、教师比赛获奖佐证材料 1 份

2、指导学生大赛获奖佐证材料 1 份

3、科研成果佐证材料 1 份

4、个人荣誉及其它获奖佐证材料 1 份

（二）佐证材料链接网址
https://www.sdwcvc.cn/szztw/hwjcjc_HCNA_/sb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