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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建设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是现代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需

要。为改善当前工科学生普遍存在的工程伦理意识淡薄、工匠精神匮乏的现象，以通信工程专业为例，

文中对新形势下工程伦理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进行探索。教学改革中，以新工科建设和课程思政为

主要抓手，将工程伦理教育贯穿于课程思政教学全过程。通过提升教师的工程伦理教育意识、打造工程

伦理教育教学共同体、构建“三位一体”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充分挖掘专业课程的工程伦理教育

资源，以期实现新工科建设、课程思政与工程伦理教育同向同行，提高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与工程实践
能力，助力新工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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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t needs 
to strengthen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for cultivation of modern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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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weak engineer-
ing ethics awareness and lack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among engineering students, taking the com-
munication engineering major as an example,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i-
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During teaching reform, new engineering con-
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engineering ethics edu-
cation, and ethics education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By enhancing teachers’ awareness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creating a teaching community 
for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constructing a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system trin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lecture forums,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fully exploring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resources of specialized courses,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oing in the same direc-
tion together with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can be achieved, and 
students’ engineering ethics awareness and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which 
help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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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伴随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生产和生活

方式将引发巨大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工程实践与科学技术的创

新融合发展急需一批心怀大工程理念、掌握信息化技术、具有工匠精神以及创新意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1]。新工科建设顺势而为，全面提升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强化工程伦理教育，促使工程技术教育

与工程伦理教育相互融合，已成为高等工程教育的主流[2]。 
工程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信息技术领域积极的影响为民众带来福祉，消极的影响引发社会忧思，如

个人隐私泄露、信息侵权、信息诈骗、信息犯罪等，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和挑战[3]。新工科建设目

的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解决未来工程师如何做人和做事的问题。工程伦理教育是

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指南”和《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工

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指明了普及工程伦理教育的新思路，要求培养工科学生精益求精的大

国工匠精神，激发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4]。 
工程伦理教育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中长期缺位，大部分工科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工匠精神匮乏。

然而，工程伦理教育所蕴含的德育资源非常丰富。在“大思政”新格局和“三全育人”理念的引领下，

课程思政为其提供了可行经验与有效路径，工程伦理教育与课程思政能够同心、同向、同步，共同贯彻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5]。在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力度？如何利用课程思

政元素全方位提升工科学生工程伦理素养？如何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行为塑造有机地结

合起来，仍然是当前高校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 工程伦理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从数量上而言，我国在校工科学生人数、毕业人数以及招生人数均位居世界第一，相比美国、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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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等国家高出 3 到 5 倍。有识之士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工程发展经验，提出应尽早开展工程伦理相关研

究和教育，旨在培养工程师伦理意识、职业道德和创造性解决工程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能力，并积极践行。

许多学者对工程伦理教育适合于国内工科大学的教学模式和途径进行了研究，王进借鉴国外工程伦理教

育的实现模式，以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为例，提出了适合国内教学的两种教育模式[6]；刘建军以建筑

类专业为例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三种教育途径[7]；秦红岭基于中美高校工程

伦理教育的比较视角，提出以课程思政为路径建构中国特色工程伦理教育模式[8]。 
与西方的工程伦理教育相比，中国的工程伦理教育起步较晚，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多数理工科

大学生普遍存在工程伦理意识比较淡漠、工匠精神匮乏、发展水平滞后、普及程度较低的现象，现阶段

的工程伦理教育表面化、形式化、碎片化等问题较为严重[2]；师资力量薄弱，工程伦理专业课程设置匮

乏，教学方式单一[2]；工程伦理元素未能充分融入课程思政建设，工程伦理教育素材的本土化缺失较严

重，工程伦理教育资源不足。最终导致部分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保密意识薄弱、职业忠诚度低、工

程伦理问题辨识能力差、自信心不足、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离职率不断上升[9]。 
工科学生工程伦理意识的增强不能只依靠传统思政课程教育，专业课程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更为长久、

深远和彻底[10]。据统计，80%以上的学生认为，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专业教师和专业课程，

而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是思政教育的主渠道。为了更好地迎接新工科建设过程中的挑战，秉持课程思政

理念，以通信工程专业学生为例，积极探索信息类专业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路径，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有机地融入工程伦理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工程伦理，打造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伦理教育新模式，激发学

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帮助学生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工程观，不断培养职业道

德和工程伦理意识，切实提升学生的工程伦理敏感性和思辨能力，这是顺应新时代发展和高等工程教育

改革发展趋势，契合新工科建设要求。 

3. 工程伦理教育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关注工程

价值思维培养，提升职业道德修养。课程思政是将学校立德树人和学生工程伦理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

过程的有效途径[2]。课程思政与工程伦理教育相结合，可以构建思政教育与工程伦理教育协同育人的大

格局，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工程伦理教育的教学改革路径可以从树立工程伦理教育意识、构建工

程伦理教育教育模式、强化师资育人能力等方面展开。 

3.1. 强化对工程伦理教育的思想认识，打造伦理教育合力 

借鉴斯坦福大学工程伦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全面强化工程伦理意识的培养，完善专业人才培养的顶

层设计，将工程伦理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拓宽产教融合的实践教学渠道[11]。学校现已认识到工科专业学

生开展课程思政和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先后制定了《韶关学院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施

方案》《韶关学院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强化教育政策宣传，明确育人目标

和职责。笔者所在的信息工程学院要求通信工程专业教师以新工科建设、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契机，依

托课程思政建设全面全方位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拓宽工程伦理与专业课程的融合面，让其成为专业课程

教学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专业教师认识到位，破除了“重教书”“轻育人”、专业课与思政

课“两张皮”的两个误区，强化了学生对于工程伦理意识的培养，真正形成工程伦理的惯性思维。当前

信息类专业学生工程伦理意识淡漠的局面有所改变，新工科人才的思想文化素质软实力得到夯实。 

3.2. 构建“三位一体”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普通高校的理工科专业没有专门开设工程伦理教育课程。因此，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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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教学中引入工程伦理教育是一种提升学生工程伦理意识的新思路和有效路径[12]。 
教学改革中，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将工程伦理教育融于其中，合理安

排工程伦理教育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学情制定相适应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方案，全员、全面、

快速地开展工程伦理教育，从入学到毕业大学四年全过程普及工程伦理教育，将课程思政、工程伦理教

育和专业课程的学习有机融合起来。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体现多层次性，根据各专业不同的人才培养

方案、教学现状以及各学习阶段的学生特点逐步推进。为更好地满足工程伦理教育的系统性，着力构建

“课堂教学 + 论坛讲座 + 实践调研”三位一体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如图 1 所示。在教学体系的

实施过程中突出层次性[13]，第一阶段进行工程伦理基本知识的传授，第二阶段实现伦理理论与工程实践

的结合、开展案例展示，第三阶段指导学生开展案例调研与分析，三个阶段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提升学

生伦理敏感性和伦理实践能力的目的。以教育部—韶关学院 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为依托，深化校企合

作，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突出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践性，通过校外实践活动、企业实习增

强伦理教育力度，毕业设计答辩过程增加工程伦理分析内容。实施方案如图 2 所示。 
 

 
Figure 1. Trinity curriculum system 
图 1. 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Figure 2. Engineering ethics implementation scheme 
图 2. 工程伦理实施方案 

 

在新工科背景下，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提炼工程伦理教育案例，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工程伦

理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工程伦理核心素养融合起来。从而在内容上互为贯通，在效果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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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双赢”，促使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相统一，全面培养学生的工程伦理判断及决策能力、社会责任

意识、工匠精神等工程伦理要素。通过专业课程教学和在线学习多种方式，把工程伦理教育教学内容“润

物细无声”地带入学生专业课程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教学环节中，

将真实鲜活的工程案例引入课堂，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及有效性，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师，逐

步形成以工程伦理的视角和准则来分析处理工程活动，达到“1 + 1 > 2”的协同育人效果。 

3.3. 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育人能力 

目前高校电子通信专业工程伦理教育师资队伍普遍存在数量不足、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

需要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维度培养专业课教师的工程伦理意识，提升工程伦理教育能力。一是组

建工程伦理教育教学共同体：为高效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跨学校、跨

行业、跨领域整合师资力量。可以将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工程师这几类人员组建跨学科

的教学共同体，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就工程伦理方面问题经常进行交流与合作。加强教学共同体有

针对性的培育，专业课老师强化伦理教育培养，完善其人文素质教育；思政老师、辅导员要不断充实信

息通信领域的专业知识，密切关注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使工程伦理切实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

之中；校外工程师要加强教育教学方法的指导和伦理案例的收集。借鉴德国、法国“双师型”教师培养

的成功经验[14]，积极挖掘校外资源，聘请企业、行业资深工程师、成功人士进课堂，讲授亲身所经历的

伦理难题解决办法和先进的伦理决策案例。邀请伦理学专家、行业协会等来校开展学术讲座，举办学术

论坛，拓宽学生视野范围，扩大工程伦理教育影响力。二是鼓励教师参加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师资培训：

专业课教师要有计划地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培训，积极参加国内外工程伦理学术会议，增加知识储备；邀

请课程思政建设经验丰富的教师对其他老师进行精准辅导和定向帮扶，为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赋能，

指导其挖掘提炼工程伦理教学案例并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3.4. 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针对工程伦理教育教学资源匮乏的情况，在课程教学中要高度重视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工程伦理教育

教学资源的建设。打造电子信息领域工程伦理资源库，挖掘典型案例，特别是收集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事件、工程伦理问题案例，将课程教学知识与课程思政案例相结合，不失时机的贯穿于教学中，让学生

产生共鸣[15]。如在《移动通信》课程可以融入基站选址与辐射问题、“伪基站”的危害问题；讲《数字

图像处理技术》课程引入“周老虎事件”；讲《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由“汉芯事件”引入科研诚信；《通

信导论》课程涉及信息安全，引入滴滴过度采集和滥用信息被罚 12 亿美元；以国际与国内最近发生的学

术不端案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和警示，加强科研领域的道德建设和监管机制，坚决杜绝学术不端和造假行

为。收集现有的信息通信领域有关工程伦理的热点问题并形成有效案例，编写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工程

伦理案例库。基于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优选国内工程实践案例,挖掘中国工程伦理案例思政元素，结合

有历史意义的工程、有时代精神的工程、工程杰出人物开展思政教育。邀请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开展讲

座论坛，通过切身感受真实案例来认知和思考现有信息通信领域中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学生对

工程伦理问题的敏感性，鼓励学生追求技术、伦理双卓越。所收集的工程伦理案例在理念上与国际接轨，

在具体内容上体现本土特征、弘扬正能量、彰显中国担当，力争使工程伦理教育教学资源多样化，更有

利于价值引领。 

3.5. 紧随时代发展，优化教学方式方法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引领下，紧跟时代步伐，改变传统的教师价值规范满堂灌输的课堂讲授。

不断优化和创新工程伦理教育教学方法，积极探索采用情景式、角色扮演式、启发式、案例式等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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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形式进行课堂教学[14]。尤其是案例式教学法，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对

案件进行讨论分析，加深学生对具体伦理规范的理解，实现工程伦理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结合。

采用场景叙事法将工程伦理以“盐溶于水”的方式融入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顺其自然地将

使命与担当、工程伦理、可持续发展理念等融入教学中，提升渗透式工程伦理教育的育人效果，增强工

程伦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学生的毕业设计及毕业论文中要强调工程伦理意识和规范原则，并以

此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促使他们增强工程伦理意识，提高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和决策

的能力。运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手段，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利用微信、QQ，促进师生互动。 

4. 教学改革成效 

工程伦理教育始终贯穿大学生课程学习的各个阶段，引导学生进行伦理思考，提升道德责任感，初

步实现了工程伦理教育所要追求的“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目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专业

课程引入课程思政和工程伦理教育的教学改革后，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工程伦理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与工程伦理素养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学生在课程学习前对工程伦理、环境伦理、工程师职业规

范等概念懵懂不知，课程结束后他们能够陈述重要的工程伦理知识，分清典型的工程伦理困境，辨别是

非对错，能够辩证思考分析，具备了工程师诚实守信、造福人类的使命感，树立了可持续发展观念，安

全意识、法律意识、规矩意识、团队意识在实践中得以提升；民族精神、工匠精神、爱国主义情怀得到

培养；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实践中获得锻炼。 

5. 结语 

“工程呼唤伦理”，工程伦理教育将直接影响未来工程技术人才的价值观，指引着工程师的行动方

向。新工科视角下加强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树立造福人类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促使工程技术教

育与工程伦理教育相互融通。为改善普通本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普遍存在的不足，在新工科背景下，以

新工科建设和课程思政为主要抓手，探索工程伦理教育素养提升的有效路径。通过将新工科核心素养培

养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从而达到知识育人、能力育人及德育育人的有机统一，以期将学生培养成为新

时代的卓越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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