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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去的科学思维

及综合教育理念，是解决目前重育才轻育人现象的创新工作模式。尤其在理工科核心课程中的实践是促

进学生由“专业成才”到“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一种有效途径。文章以《无损检测技术

基础》为例，就课程思政融入的意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在该模式下，深度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及优化实施方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延

伸性，实现对工科学生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相互协同，期望为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的全面建

设提供一定的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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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 kind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n-
cept that integrate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value concept and spiritual pursui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various courses, and is an innovative working mode to solve the cur-
rent phenomenon of emphasizing education of talents and neglecting education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re courses, practi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students from “pro-
fessional talents” to “newcomers who can take on the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aking “Fun-
damentals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actic-
es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design. In this mode, we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rationally allocat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optimize the imple-
mentation plan, enhance the exte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realize the mutual coor-
din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We 
hope that this work can provide certain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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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从上海最初开启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到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再到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

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来看，课程思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

行，实现协同育人，本质上实现立德树人[1] [2]。《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明确

指出，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要培养具有较强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实践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

新素质、创业精神、国际视野、沟通和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3]。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新工科背

景下，如何把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各类课程固有的知识、技能传授和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等思

想政治教育导向有机融合，让立德树人做到“润物细无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无损检测技术基

础》课程为例，展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出国家发展与个人成长相关、继承与创新辩证统一、质量与

责任、团队协作与精业敬业的工匠精神等课程思政内容，并对实施方法进行了讨论探索。 

2. 《无损检测技术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和目标 

2.1. 意义 

《无损检测技术基础》课程是金属材料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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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检测技术的原理，能对金属材料制备、加工和应用中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估；掌握常规无损

检测技术的测试方法，能够正确选择并合理使用无损检测仪器，对金属材料领域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无

损检测，并初步提出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具有严格

认真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为继续学习及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研

究打下可靠的基础。无损检测与评价技术是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有效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

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其重要性已得到公认，在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保障设备

的安全运行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在自然灾害检测与预防、资源勘探、军事侦查、科学研究、

新材料新工艺研究开发等诸多方面都大有用武之地，“现代工业是建立在无损检测技术基础之上的”并

非言过其实。 
《无损检测技术基础》授课对象是大学本科三年级上学期学生，是在完成部分专业基础课学习后开

设的，在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认知领域起着承上启下方向引领的作用，它在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

思维方式和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达成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重

要课程。所授课的学生将来预备成为各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是立德树人、协同育才的关键时期，是非

常有必要开展课程思政的课程之一。 

2.2. 目标 

基于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和能力目标，将知识传授与文化、价值引领相结合，形成多元课程思政目标：

引导学生主动关注国家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方向，充分认识本课程学习的重要性，传递专业自信，培养

学生的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心；让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无损检测发展的背景意义、战

略任务及典型工程背后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不畏艰险、勇于直面挑战、无私奉献的

精神；无损检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学习知识也要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联系，不忘初心

勇担使命，砥砺奋进永葆家国情怀，成为对党和人民有使命、有担当的好工匠。 

3. 《无损检测技术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整合与优化 

结合课程思政的培养目标，《无损检测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模式应顺势而改，将自身的学科优势与

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巧妙地体现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外延：增强家国情怀体现责任与担当；塑造个人优

良品格学会如何做人；树立正确科学观学会如何做事。而目前的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就在于如何从人文

主义的角度看待科学知识，如何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自的教学过程中，这就需要每一位任

课教师不仅要掌握专业课知识，更要掌握每个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能够深入挖掘每个教学内

容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从而融德于教，其中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其关键[4] [5]。《无损检测

技术基础》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应当充分结合其专业知识来开展，其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3.1. 无损检测技术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和个人成长息息相关 

通过简介我国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理解其如何从最初一穷二白一步步成为国际无损检测标准和学

术界的中坚力量，是我国无损检测人 60 多年的初心不改、努力追赶的结果，用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使命感。结合视频《伟大工程》《大国重器》片段了解一个个伟大工程的背后都有无数无损检测人在

默默奉献。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等国防、航天、军事均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无损检测，可

能也不会有全世界瞩目的我们为之自豪的鸟巢、大飞机 C919、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国之重器。目前，国

家对产品设备质量和生产生活安全性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我国对工业无损检测技术与设备的需求将

不断增长，基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国际市场也会迎来更大的发展。使学生充分认识本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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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建立个人成长的初步设计意识，将关乎国家的前途发展写进自己的人生规划书中，即将个人的

成才梦有机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中去，深化对于国家的感情，同时必将使自己未来的

路走得更加充实和顺利。 

3.2. 工程质量、安全意识与无损检测人的责任 

在讲述铸件、锻件、焊缝和金属型材及热处理中的常见缺陷的成因、特点及危害时，联系其与船舶、

桥梁、压力容器、航天航空、电站等领域的关系，引入世界范围已发生的大事故(如德国汉茨油罐事故、

澳大利亚金斯桥事故等)，引导学生参与分析和讨论重大的事故原因，增强学生安全生产意识、质量意

识及职业责任素养。如世人皆知的泰坦尼克号的游轮事件，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在第

一次航行的时候就撞上了冰山，遇难人数达到了 1517 人。其沉船的原因除了当时船速太快以外，据科

学家调查分析，这艘船的结构联结质量太差也是导致这场海难的主要原因，有可能与当时工程师的安

全责任意识欠缺有关[6]。因此，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可以穿插一些工程伦理学知识，将环境、安全、

职业素养等融入到教学目标中，为学生树立在无损检测技术应用中良好的安全生产意识、质量及责任

意识。 

3.3. 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在讲授超声波检测应用及超声检测新技术进展的部分时，以超声检测技术的应用现状及新技术的蓬

勃发展为融入点，了解基础知识在科技进步中仍然发挥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使学生体会到继承与创

新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学生开阔眼界、具有创新思维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投身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

中。在超声波检测技术的学习中，培养学生自觉地应用辩证思维方法，不仅可以更主动、更有效地培养

学生超声波检测应用的专业知识能力，还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例如在讲解超声波检

测新技术时，得益于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快速增强，正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

势，很多新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现代物理、材料技术的发展具备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功能，但是不是可以

完全取代传统的检测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摒弃一些基础检测理论知识，从新旧方法的比较认识中可得知，

答案是否定的。传统的超声检测技术依旧在检测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些新技术目前无法替代的

优势，使学生能够辩证地学习与主动地创新。 

3.4.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敬畏才知行止 

在每一种无损检测技术方法学习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国家标准，如，GB/T 2970~2004 厚钢板超声

波检验方法、GB/T 3323~2005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GB/T 5097~2005 渗透检测和磁粉检测观察

条件。在实际检测中要遵循国家标准和规范，检测中对检测等级要求高的工件，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的

要求检测，让学生从中体会工业制造中严谨规范，追求极致的工作作风，了解标准形成的过程和工作中

必须遵守标准的法律要求，并延伸到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规矩、规则，遵守法律法规，尊重职业规则，

共同进步和发展，否则无法做到真正的成功。 

3.5. 培养科学思维，历练坚强意志 

在学习理论与实操结合部分知识时，鼓励学生灵活运用不同的实验方法并进行对比说明不同方法的

优缺点，不怕失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历练坚强意志。在超声检测实验操作过程中，在标定声束、折

射角和入射点时，要求学生多次测量、反复“试测”，筛选最优结论。如借助人物故事及工程案例传达

思政观点。讲述伦琴发现 X 射线的事例，他进行实验时，为防止紫外线和可见光的影响，不使管内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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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光漏出管外，用黑色硬纸板把放电管严密封好，意外发现浅绿色闪光，好奇心驱使他对这个新奇的现

象进行了继续的调研，确定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现象，最终发现了有重大科学应用价值的 X 射线。

引导学生明白，不是所有的非预期实验结果都是无意义的，通过认真调研，来确定科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和可行性，进而开始坚韧不拔的科学探索过程。这样的教学方式改变了以往的直白式教学，最大程度消

除了学生们的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朝着积极进取、不怕失败的方向前进。通过这些案例引导学生认识到

工作严谨的重要性，提升多角度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 

3.6. 团队协作与精业敬业的工匠精神相协同 

无损检测每个实验项目中需要了解仪器设备，熟悉方法和步骤，需要记录数据、分析数据及结果讨

论，最后完成实验报告。实验分小组进行，只有每位同学同力协作，各司其职，认真完成自己负责的部

分，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实验中引导同学们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重视实践

操作，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如胡双钱创造了打磨过的零件百分之百合格的惊人

纪录。在中国新一代大飞机 C919 的首架样机上，有很多老胡亲手打磨出来的“前无古人”的全新零部件。

如宁允展是 CRH380A 的首席研磨师，是中国第一位从事高铁列车转向架“定位臂”研磨的工人，被同

行称为“鼻祖”。他们都把简单变成了极致。课堂中将无损检测实验技术与实际生产加工的实例穿插讲

解，让学生深刻理解把工作当成事业干，做到敬业精业，小舞台也能演出大戏，平凡岗位也能成就非凡。 

4. 《无损检测技术基础》思政课程建设的实施方法 

习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这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实

践性提出了鲜明的要求，我们要聚焦“大思政课”的“课程”属性，坚持用好思政课课堂教学这一主渠

道。教师是教书育人实施的主体，为了实现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密切融合，遵循“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的“三因”理念指导，精准定位教学导向、精准供给教学内容、精准选择教学方法[7]。结合

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等领域鲜活思政教育素材，开发灵活多样的实施途径，进行多层面的教学活动设计。 

4.1. 大纲重新修订 

在专业认证背景下重新修订了《无损检测技术基础》大纲，在现有课程教学大纲基础上，在课程目

标中增加了“课程思政目标”。按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教学内容和要求部分按章节设计了

相关的思政映射与融入点，按新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设计相应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并将“课程思政”元

素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任务中，体现在平时学习评价中。如在学生讨论环节，根据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的

融合，学生表述自己的学习感悟及感触，使学生在无形中增强专业学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2. 以潜移默化式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过程重建 

4.2.1. 从讲授层面设计 
1) 基于不同专业知识点的具体情况进行差异化的凝练和设计，从而从中挖掘思政元素。如以我国无

损检测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典型事例为切入点，强调无损检测技术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以

我国无损检测技术发展及建国以来多年的奋斗史为例，引导学生理解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总是同祖国、

民族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自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从实际出发，符

合国家的发展需要，才是正确选择成才目标的前提和标准，从而激发学生的使命感、爱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 
2) 紧密结合国家相关战略。让学生充分了解国家制定《中国无损检测 2025 科技发展战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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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 2025》的背景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任务等相关知识，主动关注国家的需求和行业的

发展方向。 
3) 优化教学资源与教学方法。将最新的关于无损检测技术的新闻资讯、科研动态、应用实例引入课

堂，如以视频的形式介绍无损检测技术在国防、航天、军事等领域的实际应用等。加以前沿的科研文献

资料为拓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主动关注行业动态的习惯；通过分组讨论教学、探究教学

及任务驱动方法，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探

索及合作精神，将知识转化为个人素养。 

4.2.2. 从学习层面设计 
1) 课内讨论：通过设计相关分析讨论环节实现课程思政目标，例如，在学习常规检测技术与应用时，

以我国目前先进超声检测技术为例，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资料分析目前有哪些相关技术创新和应用，赶超

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壁垒在哪里等？通过上述的教学活动安排，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既了解了国

内外的技术发展状况，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使命感。 
2) 课外学习：课外布置体现课程思政的作业，如观看《伟大工程》《大国重器》中与检测相关的视

频，并自行准备课堂分享的小故事，都是对课程思政贯通教学始终的进一步加强，留给学生深刻的印象，

真正做到了“学有所获”。既明确了今后努力发展的工作方向，又坚定了他们作为一名精益求精优秀工

匠的工作信念。 

4.2.3. 重视实践环节 
实验是用实践的形式来巩固知识、理解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通过可能操作的实践过程，再现在实

践之中，是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的重要教育环节。《无损检测技术基础》课程是一门同实践操

作高度相关的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中也配备了专门的实验课程部分，并注重整体实验设计，遵循实践

性和全面性原则，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概念、专业素质和工程素养，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素

质，其精神内涵和工匠精神紧密相连，有丰富的思政资源可以挖掘和运用。 

5. 结语与感悟 

《无损检测技术基础》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学生关注度高，且授课学期正是学生形成正确专业认知

的关键时期，在本课程学习中贯穿思政教育，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

班人的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我们基于“三因”理念完善教学导向、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思政映射与融入点遴选，抓住工科学生的思维惯性和喜于接纳的内容，使

思政思想与教学内容有机相融。在教师讲授层面、学生学习层面及实践环节进行改革探索，实现了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相互协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身为高校教师，应时刻谨记“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尤其是工科教师，更要在传统的注重

科学知识传授和逻辑思维训练的模式中保持清醒，用责任与爱提升专业课的人文温度，发挥工科专业

课程的显性和隐性教育作用，实现全方位立体教育的目的。我们要让思政元素基因式植入专业知识的

课程教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使我们的工科学生具备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能力和

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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