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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汽车类专业课程，对思政体系构建和实践进行了探索。通过重构专业课程内容体系、三融合课

程思政育人体系和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探讨了课程思政体系构建的方法。然后以《汽车运用工程》为例

探讨了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课程思政线上线下融合的过程和课程思政评价方式。通过思政体系构

建与实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在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兼具良好的思想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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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are explored for 
automobile professional courses.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tent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three-integr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curri-
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system, the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were discussed. Then, taking “Automobile Application Engineer-
ing” as an exampl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th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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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students are guided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view, out-
look on life and values, so that they can have good ideological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profess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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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汽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对于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研究较少。对于汽车类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内容在教学体系中分布分散[1]，各门课程均有相似的思

政点，但各有侧重，且侧重点不成体系，因此急需针对汽车类专业课程开展思政教学体系探索，使汽车

类专业各门课程重构含有思政元素的课程体系，并在专业理论和实践环节之间、校内外教学之间和线上

线下教学之间进行育人体系融合。 

2. 课程思政体系构建 

2.1. 重构课程内容体系 

为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汽车类专业课程应重构课程内容体系。首先，结合汽车类专业特

点，确定思政教育目标。然后各门课程需要搜集课程思政建设素材，理清本门课程中涉及的思政元素。

在此基础上，各门课程的专业课程的专任教师应集体备课，梳理本专业中每门课程所涉及的课程思政内

容。各门课程之间思政内容应合理分配，结合课程特点，使各门课程思政特征各有侧重。汽车类专业主

干课程思政内容强支撑关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supporting relationship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 major courses 
图 1. 专业主干课程思政内容强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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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三融合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在汽车类课程思政教学中，探索“三融合”教学模式。着力探索“理论与实践融合、校内与校外融

合、线上与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的模式。保证课程思政思想全方位融入到理论与实践之中，校内学习

与校外学习之中，以及线上线下学习过程中。尤其是校外学习实践过程中，应与企业共同挖掘思政元素，

共建思政教育体系，使课程思政在校内教学和校外实践中深度融合。校外实习过程中，校内指导教师可

以通过线上思政资源建设，引导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思想[1]。 

2.3. 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育人是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构建反映学生成长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是才能很好的评价育人目标

的落实情况。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明确评价的目标，设计合适的评价模式，并确定评价的观察点，

形成评价流程和规范，最后将评价结果进行反馈，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 
依据各门课程的特征，评价观察点有所不同。例如专业实习课程，开设在大四上学期，是学生在校

内学习完理论和实践实训课程后，在毕业设计之前进行的一个环节。这个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专

业理论和实践知识。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自主学习、以及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实践能

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以很好的为学生后期的毕业设计和工作打基础。针对这门课程的特征，课程思政

评价的主要观测点是职业素养、创新思维，自主学习及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的关注等[2]。 
课程思政可采用多维度进行多样化进行评价。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可通过线上或线下

调查问卷，座谈会、课程满意度调查、学生互评等方式进行，引导学生对各门课程进行定期的评价；教

师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可通过课堂参与度、作业、报告、演讲或答辩，以及学生对线上思政资

源学习情况等方式进行评价，也可通过教师互评和督导评价等第三方评价方式。 

3. 课程思政体系实践 

3.1. 课程思政动态素材库建立 

各门课程的思政素材是随着学科专业知识的发展而变动的，因此课程思政素材库也应是一个动态素

材库。建立动态素材库首先要结合课程特征确定素材库的主题和范围，例如，可以选择“时代楷模与身

边榜样”、“工程中的职业素养问题”、“汽车名人及发明与创新”等主题。然后根据确定的主题和范

围，收集相关的素材，并对素材进行分类整理和筛选。使用合适的平台和工具，建立动态的课程思政素

材库，并及时对素材进行更新[3]。 
以《汽车运用工程》课程为例，首先确定课程思政目标，然后挖掘专业课程中包含的思政元素[2]，

收集思政素材，对素材进行筛选，分类整理后与专业知识进行联系，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章节。并

在线上学习平台按课程章节建立思政素材库。 
结合课程内容对思政元素进行挖掘并总结，本课程可挖掘的思政元素如下： 
情怀使命方面：在汽车运行条件部分，让学生了解道路条件对汽车使用性能指标的影响，同时可进

行知识拓展，引导学生查阅资料了解目前我国公路发展状况，树立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增强学生爱国

主义情怀。在汽车运行材料部分，让学生了解影响燃油消耗的因素和降低油耗的措施的同时，让学生了

解油耗法规，培养学生节能的意识和法规意识。进行知识拓展，引导学生了解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树

立学生对民族品牌的认同感，增强学生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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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方面：在分析汽车技术状况变化的原因，如汽车零部件磨损严重的原因，综合

考虑气候条件、使用条件等影响因素，并思考合理的改善方法和途径。这样，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得到培养的同时，严谨、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得到了培养[4]，这也是培养敬业精神的过程。通

过课程实验，要求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规范的进行操作，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数据，并基于科学的原理和

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独立完成实验报告。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节能环保方面：通过排放、噪声等汽车公害相关内容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汽车排放污染物的产生

和噪声来源，并能评价汽车排放性能、汽车噪声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热

爱家园、保护环境的意识。 
团队意识方面：课程实验过程中，学生分组相互协作，从而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5]。 
线上建立动态素材库，并根据课程各部分内容，找准切入点，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各章节素材库中。

《汽车运用工程》课程各部分思政教育切入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ntry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1. 各部分思政教育切入点 

专业知识 思政教育 

汽车使用条件及使用性能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资料和观看视频了解目前我国汽车和公路发展状况，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使命担当 

汽车运行材料 

通过介绍米其林轮胎的发展历史，通过介绍米其林轮胎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不同 
类型轮胎的特点，让学生了解各类轮胎的同时，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创新等精神； 

让学生了解油耗法规，培养学生节能的意识和法规意识，并进行知识拓展，引导学生

了解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树立学生对民族品牌的认同感 

汽车行驶安全性 通过介绍安全法规培养学生法规意识，通过分析被动安全措施，培养工匠精神、 
敬业精神 

汽车公害 通过介绍排放、噪声法规培养学生法规意识，并引导学生树立热爱家园、 
保护环境的意识 

特殊条件下的使用 通过对汽车使用条件进行分析，考虑特殊条件下改善汽车使用性能的措施， 
培养工匠精神、敬业精神 

技术状况变化及使用寿命 通过要学生分析技术状况变化的原因，并思考合理的改善方法和途径， 
培养工匠精神、敬业精神 

课程实验 通过要学生分组进行实验，并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并独立完成实验报告，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3.2. 线上线下课程思政融合路径探索及教学设计 

以《汽车运用工程为例》，主要探索思政元素在汽车类课程中，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融入路径[4]。 
以汽车运行工况一节为例，该节课程目标为：理解汽车使用性能的概念、气候条件、道路条件及运

输条件的内容，能够分析气候条件和道路条件对汽车使用的影响。重点是分析气候、道路条件对汽车使

用性能的影响。该节课程教学中，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进行，见表 2。 

3.3. 课程思政评价方式 

以《汽车运用工程》为例，理清该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目标和观察点。该课程思政是一门专业课，

课程包含理论和实验两部分，课程思政的观察点主要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热爱祖国，

增强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提高学生对汽车行业发展的认识，关注国家能源、环保等政策；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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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esson plan for the section “Vehicle Operation Condition” 
表 2. 《汽车使用条件》一节的教学计划 

 教师 学生 线上、线下 思政元素 

课前 

1. 将我国汽车发展现在和 
道路建设发展和现状的箱盖资料 

和视频传到学习平台； 
2. 与学生线上互动，答疑解惑 

1. 阅读和观看我国汽车和

公路发展的相关资料和 
视频； 

2. 预习我国公路发展和 
公路分级等内容、 
汽车技术发展及趋势 

1. 线上， 
师生互动， 

或学生间讨论 

1. 了解目前我国 
汽车和公路发展状况，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增强学生爱国主义 
情怀和使命担当 

课中 

导言 

1. 引导学生思考汽车使用过程中 
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引出汽车 
使用条件：气候、道路、运输 
以及安全运行技术等条件， 

让学生了解汽车使用条件的概念 

1. 思考汽车使用过程中 
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回答问题 

1. 线下， 
教师讲授， 
师生互动 

1. 思考汽车安全行驶

的技术条件， 
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前测 
1. 了解学生对我国公路等级和 

公路发展的了解情况， 
发布线上测试 

1. 完成关于公路等级和 
公路发展方面的 

线上测试 

1. 线上，通过学

习平台进行测试， 
了解对我国公路

等级和公路发展

的了解情况 

1. 通过对我国公路 
发展的了解， 

增强学生爱国情怀 
和自豪感。 

参与式 
学习 

1. 以高温环境为例，介绍环境对 
汽车使用的影响； 

2. 在学生了解高温环境对汽车 
影响的情况下，引导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讨论，分别讨论低温 
环境、高原环境、潮湿和风沙 
较大的环境对汽车使用性能的 
影响，并将写出讨论结果； 

3. 小组成员将讨论结果发到学习 
凭他，要求其他小组学生在线 

互相观看小组讨论结果、进行点评； 
4. 要求学生思考针对不同环境 
汽车使用时可采取的措施； 

5. 引导学生讨论解决不同环境 
影响汽车使用性能时的解决方案； 
6. 引导学生思考并讲授道路条件 

对汽车使用性能的影响 

1. 理解高温环境对汽车使

用的影响； 
2.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

论，分别讨论低温环境、 
高原环境、潮湿和风沙较大

的环境对汽车使用性能的

影响，并将写出讨论结果； 
3. 将讨论结果发到学习 
凭他，学生在线互相观看 
小组讨论结果、进行点评； 
4. 思考针对不同环境汽车

使用时可采取的措施； 
5. 学生讨论解决不同环境

影响汽车使用性能时的 
解决方案； 

6. 思考并讲授道路条件 
对汽车使用性能的影响 

1. 线下，学生以 
小组进行讨论； 
2. 线上，学生各

组之间对分析结

果进行讨论和点

评； 
3. 线下，各组之

间讨论和评价分

析结果； 
4. 线下， 
师生互动， 
学生讨论 

1. 小组针对不同环境

因素对汽车性能的 
影响，提出可采取的 
措施或方案，并对 
方案进行评价和 

选择，培养学生分析 
思考问题的能力和 

批判思维； 
2. 通过讲解目前不同

环境对汽车使用性能

的影响的解决方案， 
让学生了解和体会 
汽车技术发展。 

鼓励学生要不断创新，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以及责任感和 
使命担当 

后测 

1. 了解学生对环境因素对汽车使

用性能影响这部分知识的掌握情

况，线上进行； 
2. 对后侧题目进行答疑 

1. 线上答题； 
2. 对存在疑问的题目 

进行提问 

1. 线上测试和 
答题； 

2. 线下学生对 
存在疑问的 

题目进行提问， 
教师答疑 

 

课后 
1. 作业：了解目前解决环境对 

汽车使用性能影响的技术 
和措施 

1. 查阅的相关资料， 
了解目前解决环境对 
汽车使用性能影响的 

技术和措施，完成作业 

1. 线上，教师布

置作业，学生提交 
作业； 

2. 线下，查阅 
资料可完成作业 

1. 小组讨论比较不同

解决方案的优缺点， 
培养学生辩证思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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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在汽车运用过程中的安全意识法规意识等。课

程结合上述观察点，设计线上调查问卷，让学生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评价。教师也通过学生作业、演讲

和课堂互动过程对学生思政效果情况进行评价，并将此引入最终课程考核中[6]。 

4. 结论 

通过课程思政体系构建和实践，可推动汽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学生的道德素养和责任感。通过重构课程内容体系、构建三融合育人体系和构

建评价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在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兼具良好的思想品质。

这一体系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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