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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思政教育由“专耕”到“同种责任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新的发展趋势下，对工科专

业课中的思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通过能源与动力工程、轮机工程专业基础系列课程“装备测

试与诊断”思政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实践，以学员为主体，使用目标驱动的方式，围绕学员的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并结合具体的课程内容，从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

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为工科专业课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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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special cultivation” 
to “same responsibility field”,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to “curriculum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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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 specialized cour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the “Equipment Testing and Diagnosis” is carried out, 
which is the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basic series. 
The reform takes the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uses the goal-driven way, and revolves around 
the three aspects: students’ knowledge goal, ability goal and quality goal. Combined with the spe-
cific curriculum cont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from two as-
pects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hrough virtue in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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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政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指对学员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进行有目的、有组

织和有计划的影响，使其提高政治意识，形成满足人才培养需求的思想品德。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

克思主义，同时综合应用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

深入，思政教育不仅来自思想政治课，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迫切需要融入思政元素。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求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时

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应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因此，

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应运而生[2]。专业课程教

学应革新教育理念，有目的、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实施思政教育，做好课程思政[3]。 

2. 课程特点及课程施政的意义 

“装备测试与诊断”课程是面向机械工程和轮机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程包括两个部分：以工

程测试与信号处理内容为基础理论部分，包括信号与系统、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传感器原理等内容；

装备监测诊断技术为应用部分，包括振动监测、油液监测、无损检测、红外监测等内容。 
“装备测试与诊断”课程作为工科课程，其教学目标包括三部分：1) 知识目标：要求学员掌握工程

测试的基本理论和装备监测诊断方法技术；2) 能力目标：要求学员具备装备测试能力、装备监测诊断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3) 素质目标：培树学员的工程规范意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求实创新的

工作作风。 
“装备测试与诊断”课程思政为达成教学目标服务，有以下三个主要作用：1) 通过思政教育，培养学

员逻辑思维的能力，锻炼学员的有效思维方式，串联知识点；2) 通过思政教育，开拓学员的视野，激发学

员的创新精神，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3) 通过思政教育，培养学员的工程规范意识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3. 课程思政元素及实施方法 

“装备测试与诊断”课程教学团队以学员为主体，使用目标驱动的方式，挖掘课程中的施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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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1) 知识点间的逻辑构建。知识体系的构建与逻辑思维体系[4]相关，课程内容设置从理论到应用有着

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同时，每一部分知识构成了一个局部的逻辑体系。教员应引导学员，按内在逻辑

梳理各知识点，不能一叶障目，只见树叶不见森林。使用思维导图法梳理逻辑，能使学员从宏观的角度

把握整门课程的知识脉络，加强理解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让知识可视化[5]。 
2) 培养学员的工程规范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了解和熟悉规范；第二层面是认识到规范

的重要性，有意识的遵守规范；第三层是养成习惯，无意识的按规范做事，把规范意识刻到骨子里，形

成一种个人素养。 
3) 培养学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从表象到本质，反映

在学员的一言一行中。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强化对学员的学习工作态度的要求。将思政教育融入理论

和实验教学中，制定合理的课程计划，量化课堂学习、作业、实验过程、实验报告及考核中的思政标准，

最终达到目标。 
“装备测试与诊断”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法主要有三个部分： 
1) 学员学习全过程管理 
在实验教学为例，要求学员在实验之前，注意书包、衣帽的摆放；实验过程中，要求学员遵守课堂

秩序，清晰认知实验步骤，细致观察实验过程，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实验之后，注意实验器材的

归位、座椅的摆放、实验环境的清洁卫生等。整个实验过程对标企业的标准化管理模式。 
2) 拓宽思政素材库 
分类整理思政案例库，思政案例按资源类型，可分为图片、视频、互动软件等；按内容可分为监测

诊断的经典案例、监测诊断领域的杰出人物、监测诊断各专业方向的经典著作、监测诊断最新的科研成

果和研究方向等；按来源可分为杂志、期刊、新闻、新媒体和调研自制等。 
3) 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通过课程思政，培养学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①类比教学法，把不同学科中的相似思维模式作类比，启发学员思考创新本学科的问题。 
②时间轴教学法，把教学知识点或教学目标放在时间轴上，通过讲述其过去(来历)、现在(演变)和未

来(发展方向)，引导学员掌握教学内容及思考其发展方向。 
③空间教学法，把教学知识点应用到不同的空间或条件下，从而引申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培养学员

面对问题的创新能力。 
④逻辑教学法，通过揭示教学知识点或对象的内在逻辑，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方面

开展教学，构建学员普适的工科思考模式。 
⑤虚拟任务教学法，在成熟的案例库基础上，模拟不同的任务要求，考察学员综合应用知识及保质

保量完成任务的能力。 

4. “装备测试与诊断”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思政案例设计可在课程引入、课程讲授和课程拓展三个环节中出现： 
1) 课程引入 
课程引入是课程开始的环节也是学员注意力相对集中的环节，在这个阶段引入思政案例，可以激发

学员的学习兴趣，同时让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可以选择①从日常现象引导学员深入思考，并提出问

题。引入一阶系统时，可提出如下问题：a) 用水银(或其它原理)温度计测量冷水或热水的温度，放入多

少时间合适？b) 开水、冰水中分别插入温度计并取出，再次放入，再次取出，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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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测？c) 柴油机气缸内温度能用水银温度计测量吗？d) 冰库的门上为什么挂着棉被，有什么道理？

e) 能用手去拿盛放开水的玻璃杯吗？为什么？f) 测体温的时间与哪些因素有关？ 
②从小故事或趣味科学引入课程。例如，采用一个小故事引入二阶系统学习。20 世纪 40 年代，美

国塔柯玛大桥在建造不久后，由于河面刮了一阵风，振荡幅度达到 1 米，最终，新建不久的桥梁在风的

作用下垮塌了。后来工程人员调查发现此次刮风的级别很小，不足以致垮塌。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③工程案例引入。例如，讲授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时，从实际工程案例出发，通过案例中的设备状态

和故障特征，引入课程讲解。 
2) 课程讲授 
课程讲解中，可灵活运用案例库中的相关案例，把工科思维和人文情怀相结合，工程中的科学规律

与社会的发展、人生的感悟相类比。课程讲授中，思政因素一般不是主体，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增加

课程的趣味性，使学员对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入灵活。 
例如，在一阶系统时间常数及幅频特性曲线的讲解中，可加入以下思政元素：a) 从一阶系统的时间

常数，引申出对付出与收获关系的感悟，古人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付出不一定马上会有收

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时间常数一样，具有滞后性。b) 引申出人才培养的感悟，“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c) 引申出对做学问的感悟，“十年寒窗苦”，“十年磨一剑”，“数十年如一日”等，都在说明

做学问如果有所成果，需要长时间的累积。 
又例如，在二阶系统对共振的理解，可加入对人生的启发。年轻人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必须与

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我们就能与时代同频共振，乘势而上，大有作为。 
3) 课程小结及拓展 
课程小结及拓展一般在课程的结尾。主要有两个目的： 
①重点强调。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可以通过思政案例在结尾处重点强调。例如，在滚动轴承

的故障诊断这次课上，小结时会重点强调故障诊断的实际工作是繁琐的，需要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耐心和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②思维拓展。如何做到让学员对课程学习“意犹未尽”？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相似性，作为课

程拓展内容，增加课程的挑战度。例如共振现象，现代医学中核磁共振检查；音乐中的共振现象；光学

共振等。同时，可以人为的设置“工作障碍”，在学员课下思考解决方法，培养学员的思辨能力和创新

精神。例如，提问学员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时，如果使用高速轴承，还能使用传统方法诊断吗？可能会遇

到的新挑战是什么？ 

5. 结论 

新时代思政教育与原来的思政教育相比，从无计划到有规划转变；从教员的妙手偶得到精心的教学

设计转变；从经验丰富的教学积累和个人魅力的展现到可重复、可复制、可学习、可推广的教学模式转

变。课程的思政建设不是大而宽泛的口号，应与课程建设目标相一致，落实到课程每节课、每个知识点

细微处，具体到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每一个要求中。该课程教学组，以装备状态监测与诊断人才培养为

首要任务，充分挖掘了课程思政元素，建立了思政元素库。在今后的教学进程中，将更加深入地探索融

合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重构与优化、课程思政效果评估方法。通过信息反馈，狠抓教学质量，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把课程建设成一门“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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