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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点内容，也是国家对高校人才教育的新要求。从交通运输专业“课程

思政”的核心理念出发，以《航空中人的因素》课程为例，探讨了“课程思政”融入交通运输专业课必

要性和内涵。分析了《航空中人的因素》专业课程与思政结合点，并深入研究了如何通过社会热点和民

航重大事件将思政内容融入到《航空中人的因素》专业课程中，从而培养交通运输专业学生的爱国情怀、

责任担当和安全意识，更好的为民航强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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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a key cont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country’s new requirement for college talent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re con-
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transportation majors, and takes the 
course of “The Human Factors in Aviatio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necessity and connotation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to transportation specialty courses. 
We analy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The Human Factors in Avi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in-depth study on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Human Factors in Aviation” through social hotspots and major 
events in civil avi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the patriotic feelings, responsibilities and safety aware-
ness of transportation students. That will better serve the civil aviatio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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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文章中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

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强调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国务院在 2016 年和 2019 年分别印发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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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战略工作，各个课程形成协同育人

的机制[2]。 
中国民航大学作为我国民用航空领域的专业院校，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开展了学校“课程

思政”精品课建设，并组织申报天津市高校新时代“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空管学院的《航空中人的

因素》课程成功入选，本文将对如何将“思政内容”更好的融入交通运输专业基础课程《航空中人的因

素》进行探索实践。 

2. 民航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 

民航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是在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学科的

思想政治内涵，发挥专业课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推动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相结合，从育人角度

关注课程的德育价值，发挥课程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德育作业[3]，培养专业

过硬，具有爱国情怀、高度责任担当和安全意识的民航交通运输人才。 
《航空中人的因素》是民航交通运输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由航空心理学、航空生理学、航空

医学及飞行、空中交通管理等多学科领域知识组成的一门应用科学。在日常课程教学中，除培养学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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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外，还着重培养学生认真严谨的学习和工作态度，锻炼学生的自我认识能力和自我提高能力，培

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的能力。培养学生尊重客观规律

的意识，具备安全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主动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 

3. 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航空中人的因素》教学实践探讨 

3.1. 必要性 

民航交通运输专业主要培养我国民航行业的专业人才，包括空管、签派、航空情报、航空气象、民

航安全管理和空域规划等。所从事的岗位都在民航一线，工作关系到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责

任担当和安全意识要求极高。目前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中，政治思想方面的培养不足，仅存在于大一、

大二的公共课中，专业课程渗透不足。教师在进行专业课程教学时，过分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水平培

养，忽略了思想政治方面的引导，造成培养的部分学生政治立场不坚定，责任担当意识弱，行业安全意

识淡薄，迫切需要加强民航交通运输专业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在专业课程中加入“思政”内容，能使学

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切身的体会“课程思政”内容，相比公共类课程，更容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

果。在提升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增强国家认同、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达到育人为本的教育目的。 

3.2. 深入挖掘《航空中人的因素》“课程思政”内涵 

相比其他民航交通运输专业课程，《航空中人的因素》关注从事民航行业的人的表现，探讨人在行

业中的能力和不足，挖掘人在行业中的影响和定位，更容易使学生体会人在行业中的重要责任，更具有

带入感，便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因此，挖掘课程的思政内涵是进行课程思政实践的重要

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入民航重大事件、热点新闻和行业发展动态等方面的内容，并与专业课程

内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爱国情怀、行业责任和安全意识方面价值观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爱岗敬业、

责任担当、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满足民航行业对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具体引入如下： 
1) 坚持“四个自信”，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航空中人的因素》课程中介绍人与自动化、人与硬件的关系等内容，民航行业中的关键硬件就是

航空器及其航电自动化系统。之前，民航硬件系统大部分都被国外企业所垄断，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增强和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2017 年 5 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 C919 打飞机首飞成功，打破了国外

企业对民用打飞机的垄断，2021 年交付使用；2019 年 12 月中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 CR929 双通道民用客

机也完成了风洞测试，预计 2027 年交付使用；在国产发动机方面，C919 将使用的国产发动机长江

-1000(CJ-1000)。中国民航将成为波音与空客两大巨头在民航领域的挑战者。在机场建设方面，2019 年投

入使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是世界最大的单体隔震建筑、世界首个高铁下穿航站楼、世界首个“双进

双出”航站楼，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 
民航行业快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现实的案例表明我国的发

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理论制度和文化是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引导学生树立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抵制不良政治倾向和价值观侵蚀，培养发自内心的爱国

情怀，树立为中国民航发展贡献力量的决心。 
2) 树立高度责任意识，培养学生敢于担当 
《航空中人的因素》课程中还介绍了人为差错等内容，人作为民航系统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因素，

也是最容易产生差错的因素。民航行业关系到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民航从业人员，应该牢固树立

高度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9 月在会见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时指出“学习英雄事迹，

弘扬英雄精神，就是要把非凡的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体现在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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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识。”[4]。总书记的期望就是民航从业人员奋斗的目标，作为关系生命的敏感行业，民航从业人员

应该具备高度责任意识，这些应该是教师在日常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结合专业内容与时事热点，为未来

的民航从业人员树立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在遇到突发事件和人为差错时，能够保持冷静，及时处理不

安全事件或事故症候，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在日常教学专业教学中，教师结合事故案例，系统分析事故发生原因，责任归属等内容，生动立体

的展示责任意识和敢于担当对民航安全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的品格，践行

新时代民航精神“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

操守”，成为一名优秀的民航从业者。 
3) 强化专业技术能力，保证航空安全 
《航空中人的因素》课程中介绍了人的自身限制和人的认知过程等内容。人的自身限制说明了人作

为民航系统中的关键要素可能会出现的能力不足，人的认知过程给同学们介绍了人类的认知模式等内容。

民航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强的行业。无论是飞行员的飞行技术，还是管制员的管制指挥技术，还是签

派员的放行技术都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学习专业技能是满足民航行业要求的首要条件。

在学习专业技能时，要结合人的自身限制和认知过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民航作为高科技行业，技

术发展日新月异，从采用碳纤维机身的波音 787 飞机、智能触屏驾驶舱到国产 GBAS 设备、5G“智慧机

场”，都体现了民航科教的快速发展。 
学生必须掌握持续学习的专业能力，熟悉操作的专业设备，才能保证航空安全。在教学过程中，应

从相关民航新技术案例入手，结合人的限制和认知过程，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专业技术能力和持续学习

的能力。 

4. 结论 

“课程思政”理念下的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改革，目标是将思政内容融入日常的专业课教学过程中，

提高学生的思政水平，强化学习能力。本文从《航空中人的因素》专业课程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课

程与思政的结合点和融入点，未来希望通过 2 年的建设，能够将“课程思政”全面融入到《航空中人的

因素》课程中，挖掘专业课程教学的思政内涵。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四

个自信”，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学习能力，成为新时代合格的民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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