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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专业课堂是开展课程思政的主渠道和主战场。讨论

了高校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时代背景与现实依据，分析了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与要素。以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为例，探讨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准备工作、课程思政案例的来源与案例库构建

方法。结合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与手段分析，讨论了课程思政教学组织与设计的方式方法。最后，对课外

拓展环节开展思政教育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相关研究成果为高校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一定的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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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s the key link to fulfi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pecialized education provides the main condition and 
main sit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listic basis of carrying out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discussed, and the 
key links and elements of conducting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were ana-
lyzed. Taking the course of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as an example,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ers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sour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ase base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we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imple-
mentation process of practic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was explore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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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环境愈加复杂，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也要同向发力[1]。推进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高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提和关键环节。但是，当前国内高校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两张皮”现象，未能形成很好的育人合力，也尚未发挥出课程育人的最大效能[2]。 
由于专业课程知识结构特点以及长期以来固化的课堂教学方式，实施课程思政相对困难，还需要大

力开展相关的课程改革及研究工作。以高校机械类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为例，课程的教学内容一般为讲

授机械的原理、设计、材料、制造、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长期以来与思政教育存在“孤岛现象”。

因此，如何合理构建专业课的思政案例，以及如何通过不断优化教学设计，将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进行

无痕融合，都是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2. 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现实依据 

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现实依据。因为高校专业课程占比达到所有课程的一半以上，

高校学生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是开展专业学习。以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专业教育课程

包括专业课程和工程实践课程，占到毕业学分的 69.6%。同时，高校教师中大部分教师是专业课教师，

专业课教师除了课堂教学外，一般还担任着课程设计、各类实习、毕业设计、学科竞赛等实践环节的指

导任务，有些还担任了学生的班主任等工作。调查表明，80%的大学生认为，对自己成长影响最深的是

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3]。另外，有些育人元素是思政课等其他课程讲不了或不容易讲透彻的，例如在培

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专业精神、职业素养等方面，专业课蕴含的专业特性往往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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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因此，在专业课程中融入育人元素进而开展思政教育，具有更广阔的发挥

空间，也将具有更多维度的育人效果。 

3. 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与要素 

开展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工作，首先要结合专业背景和课程教学目标，分析制定合理的育人目标，

根据育人目标并结合课程章节内容开掘对应的育人元素，并通过进一步对思政元素的分析及呈现方式的

设计，即运用学生易于接受、情感体验好的教学方法，使育人元素能够无痕地融入到专业知识，起到润

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因此，开展专业课的课程思政，一般包含了思政元素的挖掘、案例设计、课程与

思政元素的融合等几个关键环节与要素。 
思政元素的设计与储备是开展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前提。针对当前高校专业课程知识体系包

含思政元素较少的问题，需要研究适合于专业课程、又符合当代大学生及该专业学生心理、思想状况特

点思政元素的形式及系统性特征[4]。进而结合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组织形式，通过分析、提炼与整

理，构建出专业课程的“思政素材教学案例库”，为课程思政的开展打下基础。 
思政元素能否适时、适量、适度地融入专业课教学中是影响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关键，因此需要细

致深入地分析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的交界面与结合点，设计思政元素引入

课程各章节模块的深度、形式、时间节点控制等[5]。并通过改革优化教学方式，采用案例式、专题讨论

式、探究式等教学模式，打造出一个专业性、时代性、探索性兼备的良好课堂氛围，激发出学生学习的

内动力，不但完成了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也会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与拓展。 

4.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机械创新设计是我国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课。我校该课程开设以

来，坚持“育人”与“育才”并重的教学理念，不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课程组教师经过近几年探

索与实践，在思政元素的挖掘、案例设计、课程与思政的融合、实践环节拓展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方法

与经验。我校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verall desig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图 1.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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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案例库建设 

课程组教师利用每周教研例会、期末教学反思周等时间，通过集体备课形式，讨论归纳国家机械工

程领域研究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等文件，学习研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相关重要讲话及论述，以及通过重温校史校训，传承我校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兵工精神、红岩精神等

方式，达到教育者先受教的目的。这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师必须要训练的基本功，也是课程思政建设

的重点内容[6]。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通过广泛搜集与深度挖掘相关能够弘扬

爱国精神、社会责任、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工程伦理等相关的学科史、科技史、

国家政策、先进人物事迹以及反面事件等素材，结合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组织形式，反复

讨论与优化思政案例设计，构建了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素材教学案例库”。在建设思政素材教学案

例库过程中，要坚持素材的时代性、多样性、新颖性、趣味性等原则，并持续对案例库进行建设更新。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部分案例设计及其思政目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ses and objectives of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表 1.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部分案例及思政目标 

课程内容 思政案例 思政目标与预期成效 

机械创新 
设计绪论 

1) 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不懈探索， 
大国重器–机械创新设计前沿 

2) 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造转变–引出课程任务： 
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 

1) 培养文化自信，了解机械 
之美，激发学习热情 
2) 树立科学世界观、 

理解科技强国梦 

基础知识篇 

创新思维 人生成长进步中角色的变换–蜗轮蜗杆等 
机构传递运动方向的变换与应用 

关联思维与协作意识，积极 
适应时代进步与变化 

创新方法 石油开采设备的发明过程， 
铁人王进喜事迹–创新思维方法的培养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心系祖国，立志成才 

机械系统 齿轮系统可靠性与单个齿轮关系–机械创新 
设计中系统可靠性 团队合作意识，集体责任感 

运动控制 火箭发射助推系统的创新设计与自动控制 
–机械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要求 

个人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 
以国家利益为重 

机械创新 
设计方法篇 

机构创新 

1) 国产航母拦阻系统、C919 起落架凸轮机构设计 
–凸轮机构的创新设计 

2) 课程组老师指导的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一等奖作品–轮椅自平衡机构设计 

培养攻坚克难精神，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树立家国情怀 

结构创新 “标准件”也要创新，永不松动的螺母以及高铁轴承 
创新研发过程–结构关键零部件创新设计 

核心关键技术的深刻内涵、 
增强自信心，工匠精神 

仿生创新 课程组老师科研课题：仿生外骨胳 
助力装置–仿生设计方法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 
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品质 

TRIZ 理论 课程组老师研制自动钓鱼机器人–TRIZ 理论应用 科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提高创新意识 

综合实例与实践篇 

1) 机械传动智能化设计实例–系统综合案例 
2) 螺栓强度不足导致重大工程事故、飞机失事 

案例–机械创新设计中的安全考虑 
3) 机械制造原材料的获取过程–材料设计要求 

4) 项目实践中的分工与纪律–设计实践分工 
5) 项目成果申报专利–项目成果知识产权保护 

1) 增强自豪感，牢记科技报国 
使命，涵养科技创新活力 
2) 质量意识与安全意识 

3) 环保意识 
4) 团队协作意识，时间意识 

5) 树立学生知识产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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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及手段 

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过程中，为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进行了一体化设计，尽量避免碎片化引介

和生硬植入导致的育人功能的虚化和不足。机械创新设计课程以课程容量为基础，将适量的“思政目标”

纳入教学目标，分析课程知识点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寻找到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无痕切入

点。《机械创新设计》课程开设以来，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项目驱动及课外拓展等教学模式与方

法，将思政元素适时适量融入教学各环节。 
机械创新设计教学中，采用了案例式、专题讨论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实施多样化、

渗透化和嵌入式的课程思政教育，传承科学、人文、思辨、创新等大学精神。例如，课程中创新思维特

征、TRIZ 理论、实例剖析等难点问题进行课堂讲授；基本创新技法、机构组合、造型创新等内容是通过

开展专题讨论、师生互动的方式完成教学；课程中的项目训练，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教师解惑、学生展

示答辩的方式完成。教学各环节相关联的思政元素多通过问题导入的方式，做到既解决专业问题，又能

回应学生的思想关切和诉求。 

4.3.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实践思政探索 

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可以进一步通过课外实践环节，进行思政教育的引导与巩固，使课程思政

建设提质增效。机械创新设计课程依托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良好的实践条件，为学生提供

了本课程课外实践平台。在前期课堂项目训练基础上进行课外拓展训练，指导学生制作实物，参加学科

竞赛，在动手实践中引导着学生用本专业创新成果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热情。 
在课外实践环节中，课程组教师首先对学生开展机械创新设计实践活动的选题进行引导，鼓励帮助

他们通过社会调查、实践调研等方式了解行业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将创新项目与国家、社会、人民的需

求联系在一起。例如，结合“中国制造 2025”、地方经济发展与支柱产业需求、老龄化社会养老助老需

求等进行选题，这样可以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了解民情，将个人成才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紧密结合起

来。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课程组还邀请到师德高尚、专业精湛的专家教师、工程师、企业家等作为

学生创新设计导师，将人生观、世界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教育的内涵通过具体化的工匠精神、

企业家精神、奉献意识、社会责任等近距离传递给学生，实现课程思政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 
通过课程实践环节的拓展训练，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操作水平大大增加，也激发了学生的专业荣

誉感与行业自豪感。 

5. 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是在机械类专业学生完成专业基础课以及大部分专业课后设置的一门综合性、工

程应用性及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课程紧扣学科发展前沿，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机械创新设计实践与

科研成果，教学方式强调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教学手段上主要采用“开放式”课堂，还邀请到创新教

育专家、企业工程师共同授课。基于本课程以上特点，课程团队不断探索、研究与实践由基础到前沿、

由理论到实践，由课内到课外等全方位多角度融入“思政元素”，达到“思政元素贯穿教学始终，育人

育才协同共振”的教学效果，全面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过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课堂教学中学生专注度与参与度有显著提高，互动交流更加充分，

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课堂效率，得到了学校教学督导的好评。在课外拓展环节，学生

的动手能力及项目研究的综合素质得到锻炼与提升，近两年学生作品的获奖数量及获奖率、学生申请的

专利及撰写的科技论文数量屡创新高。课程思政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课程育人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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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现实依据，对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与要素提出了

改革建议。以机械创新设计课程为例，对机械类专业课程如何有效开展“课程思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梳理了构建思政素材教学案例库的方式方法，结合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手段的分析，研究了思政元素与专

业课程内容有机融合的途径，为其它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一定思路和借鉴。当代大学生的思

政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将思政教育贯穿融入到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及实践体系各环节，实施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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