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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典型专业课思政教学的范例较少。本研究

旨在确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新型师生双主体地位，探索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方式，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共鸣共情共沸的思政教学效果。文章以“流体热力学”课程为例，挖掘相

关思政元素，进行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映射，构建“实际流体性质–混合流体性质–流体相平衡理论–

流固耦合分析”的课程主线，以逸度系数、活度系数、临界现象、流固耦合四个特征知识点为索引，从

奋斗精神、团队意识、坚持与突破、选择与适应四个方面进行思政教育，沿课程主线进行串联，找准思

政教育的融入点。充分发挥课程思政教育功能，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为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提

供了新思路与新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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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lleg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is an impor-
tant par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typical cases 
of 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new dual subject statu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n mobiliz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to achie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resonance and empath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luid Thermodynamics” course as 
an example, of which relev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as excavated and mapped with 
the course content. The main line of the course was constructed as “actual fluid property—mixed 
fluid property fluid—phase equilibrium theory—fluid solid coupling analysis”, and then indexed 
by four characteristic knowledge points of fugacity coefficient, activity coefficient, critical pheno-
menon, and fluid-solid coupling. After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struggle spirit, team consciousness, persistence and breakthrough, choice 
and adaptation, which is connected along the main line of the curriculum to find the integration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kind of course education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urses and achieve subtle educational effect in a quiet way,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new exam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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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要培养出专业基础扎

实，专业技术过硬的精英，更要培养出具有正确三观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

人才[1]。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

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2]。之后，习总书记又于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强调“高校教学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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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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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对现阶段的思政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然而，高校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的现

状尚不理想，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教学内容衔接不够顺畅[4]。各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

专注于顶层设计与整体构建，相关论述中指导思想偏多，可借鉴的教学建设实施经验以及案例设计较少，

缺乏典型专业课思政经验范例。 
本研究遵循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确立课程思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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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双主体地位，进行专业课程与思政教学有机融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目的。本文将以流体热力学

课程为例，进行专业课的思政教学探索，推动课程思政的有效实践。本课程以四部分课程内容为主线，

挖掘相关思政元素，沿主线进行串联，找准思政教育的融入点，从奋斗精神、团队意识、坚持与突破、

选择与适应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隐性道德培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塑造良好品德，建立“挖–

串–融–引”的思政教育融入路径，实现智育与德育并行，真正让课程承载思政，将思政寓于课程。 

2. 流体热力学课程思政主线设计 

流体热力学课程涉及经典热力学，统计热力学，分子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等领域的知识。该课程系统

地介绍气体和液体的实际性质，以及混合流体的热力学性质及其相平衡理论；课程中也将研究流体性质

对热力学系统和机械设备的影响和改进方法。课程内容可用于探索流体热物性、进行热能传递与转化设

备的性能提升与新工质开发，致力于将热流体物性用于工程实践及创新实践，对于热能工程、环境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专业均具有学习价值。 
流体热力学课程理论性较强，相关概念理解与公式推导具有一定难度，进行课程思政设计，有利于

学生多维度认识专业知识，更好地理解课程重难点问题。在进行流体热力学课程思政设计时，要遵循“挖

–串–融–引”的思政教育融入路径。构建“实际流体性质–混合流体性质–流体相平衡理论–流固耦

合分析”的课程主线，并沿该主线将思政元素进行串联，选取逸度系数、活度系数、临界现象、流固耦

合四个特征知识点，从个人，集体，突破，适应四个方面进行思政教育，如图 1 所示；再将思政元素与

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5]，深入剖析二者关联性，完成知识点–思政元素的双向映射；最后利用课程思

政教学实现正确的价值引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真正实现师生的精神共鸣，情感共情，思想

共沸。 
 

 
Figure 1. Main line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pping in fluid thermodynamics 
图 1. 流体热力学思政映射主线设计 

3. 主线内容与思政元素双向映射 

根据课程主线串联思政元素，并深入剖析二者关联性是流体热力学课程思政设计的重点内容。剖析

逸度系数、活度系数、临界现象、流固耦合四个特征知识点，从奋斗精神、团队意识、坚持与突破、选

择与适应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思政引导，实现全课程全过程育人。 

3.1. 逸度系数–正确定位、努力奋斗 

逸度系数是实际流体性质中一个重要参数，为实际气体有效压力与理想气体压力之比，表示实际气

体对于理想气体的偏离程度，如图 2 所示。理想气体是为了简化分子运动的规律，而忽略气体分子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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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和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假想气体，故与实际气体状态存在偏差。 
同理，对于每个人的内部驱动影响因素不同，如积极性、主动性、执行力等(类比于分子体积不同的

影响)，及互动关系干扰(类比于分子间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个人实际表现出来能力与自我评价

的理想能力也存在差距，就如同实际物性相对理想物性存在差异。只有充分考虑实际因素，正确自我定

位，才能合理评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有计划性、方向性地进行奋斗，全力以赴，锐意进取，充分发挥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实现个人理想目标。借此引导学生正确自我定位，充分施展自身能力，树立不

懈努力的奋斗精神，奋斗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f 表示逸度，PI表示理想气体压力，PR表示实际气体压力) 

Figure 2. Diagram of fugacity and pressure 
图 2. 逸度与压力示意图 

 
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

人民，正是这种奋斗精神推动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由于社会多元化思潮的碰撞，家

庭关于奋斗教育的缺失，高校思政教育方式落后，导致当代学生奋斗精神疲软[6]，研究生面临着巨大的

科研压力与严峻的就业形势，常常陷入发展困境，自我定位不清，出现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的情况[7]，
不能进行有效奋斗，导致科研停滞不前，择业屡屡碰壁。因此必须从学生的思想认识上进行正本清源，

强化内因推动，加强对其奋斗精神的培育，以小见大，以点及面，使其正确认识自我定位，端正人生态

度，明确发展方向，加强自我管理，不懈奋斗，成为我国未来人才发展的主力军。 

3.2. 活度系数–勇于担当、团队协作 

混合溶液在实际工程的应用非常广泛，活度系数是研究混合溶液性质的重要参数之一，如图 3 所示，

其等于混合溶液某组分有效浓度比上理想浓度，表征溶液在实际混合过程中某组分的有效浓度与理想浓

度的偏差。实际溶液中相异分子间的作用力大小不等，而且在组分混合时会有体积变化及热效应，这就

导致不同组分分子在溶液中的活跃程度不同，造成实际混合过程各组分对于浓度的贡献与理想浓度不相

等。 
团队合作就类似于溶液混合过程，团队中的个体对应溶液各组分，充当不同的团队角色：有人能力

突出，在团队中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圆满完成任务，其“活度系数”就接近于 1；而有的人浑水摸鱼，

不思进取，其“活度系数”就近似于 0，在团队合作中表现边缘化。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有完美的团队，

只有团队中各个成员具有团队意识，团结协作，勇于承担，摒弃利己主义，充分体现团队角色，才能发

挥潜能，事半功倍，借助团队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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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表示组分 i 有效浓度，即活度；xi表示组分 i 理想浓度) 

Figure 3. Activity coefficient of multicomponent mixed solution 
图 3. 多组分混合溶液的活度系数 

 
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艰巨任务，

无论他们进行科研探索，还是步入工作岗位，团队精神都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在品质[8]。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进行团队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除了相关知识点的思政映射，还可通过布置小组作业，让学生们在

实践中认识到个人与团队之间的关系以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使学生们既从感性层面上了解了团队合作

的重要性，又从理性层面上理解了团队精神的丰富内涵。 

3.3. 活度系数–勇于担当、团队协作 

临界点对于流体相平衡研究十分重要，而流体在临界点附近具有的特殊的物理性质和现象就是临界

现象，比如气液模糊不清，以及临界乳光现象，图 4 为制冷剂五氟乙烷(R125)的临界变化过程[9]。气液

两相体系在常温下有着明显的分界面，随着温度升高，气液分界面逐渐模糊并出现了明显的带状黄色，

这就是临界乳光现象。这是由于临界点附近流体密度涨落很大，照射于流体的光会被强烈散射，从而出

现不同的颜色。当温度达到临界温度时，分界面完全消失，出现气液模糊不清的状态。之后对体系进行

降温，R125 迅速发生变化，由深黄色突然全部变黑，成为一片混沌，这是由于光线全部被散射掉，继续

降温，气液两相重新出现，由混沌转向一片清明。 
 

 
Figure 4. Critical variation process of R125 [9] 
图 4. R125 临界变化过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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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临界现象对应突破极限、持之以恒的精神，该精神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大学生时代精神的

高度展现。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因为压力过大或遭遇挫折而畏难退缩，正如临界点对应的高温高压条

件。在高压状态下一直努力，看似没有进展，但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量变才引起质变，从而突破极限，

实现状态的转变与升华，回顾过往挫折，发现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 
作者对 281 名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博研究生进行有关培养过程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评

价结果如图 5 所示。通过对不同年级影响因素现状演变规律分析，发现了“二年级现象”，即处于硕博

中期的学生对内部主观因素的现状评价较低，自我定位迷茫，自我评价低，情绪调控差。这是因为随着

课题工作的深入，研究生遇到瓶颈与挑战，自信心受挫，导致情绪普遍低落；而随着培养时间推移，“自

我定位”在博硕士的后期逐渐积极明确，这是因为同学们在低谷期继续坚持，从而走出困境，对自己也

有了准确认识。 
此外，还可以近期热点事件“MATLAB 被禁用”为例，强调科研人员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说明

科学研究不能长期处于舒适圈内，要潜心钻研，持续探索，直面挑战，尝试突破，只有自主研发核心技

术，才能不受制衡，不断增强我国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 
 

 
Figure 5. Investigation on internal subjective factors of postgraduates 
图 5. 硕博研究生内部主观因素调查现状 

3.4. 流固耦合–慎重选择、适应接纳 

流固耦合是通过研究固体位形对流场影响，以及变形固体在流场作用下行为，从而探究二者相互作

用，通俗来讲，就是分析流体与机械的匹配程度。在进行热泵系统设计时，重点内容就是工质与热泵设

备的匹配程度(如图 6 所示为课题组开发的 NBY-1 (新北洋-1 高温工质)在涡旋压缩机内部的温度场)。一

方面进行二者的双向选择，达到换热效率与机械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当热泵设备已定时，需要不

断进行工质性能优化，使其物性更好的适应机械设备。 
该知识点涉及到选择与适应的问题，在人生道路上会面临无数选择，要了解自身特质，选择真正适

合自己的选项，正如热泵系统设计时需要根据工质特性选择相匹配的设备；时代不断变化，要学会适应，

接纳当下，从而找到人生中的最佳工况点，扬长避短，逆境成才。 
学生在进行学校选择、专业选择、工作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了解自己兴趣所在与能力所在，选择

真正适合自己的选项，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自惭形愧，在恰当的位置发光发热；然而，某些时候由

于一些环境改变，比如毕业、择业问题、人事变动等，导致所处环境不尽如人意，自怨自艾，怨天尤人

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只有“既来之，则安之”，学会适应与接纳，才能化不理想环境为有利条件，峰回

路转，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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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emperature field of NBY-1 in scroll compressor 
图 6. NBY-1 在涡旋压缩机内部温度场 

4. 结论 

专业课的思政教学设计已成为当前课程思政改革的重点研究内容，然而相关论述专注于顶层设计，

缺乏典型专业课思政经验范例。本文以流体热力学课程为例，建立“挖–串–融–引”的思政教育融入

路径，挖掘相关思政元素，构建“实际流体性质介绍–混合流体性质介绍–流体相平衡理论–流固耦合

分析”的课程主线，选取逸度系数、活度系数、临界现象、流固耦合四个特征知识点，从个人、集体、

突破、适应四个维度进行思政教育，沿课程主线进行串联，找准思政教育的融入点，实现正确的价值引

领，实现智育与德育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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