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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spirit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be well used, and 
various course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should go together to form a syn-
ergistic effect. To further fully embody the concept of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all personnel, the “Automobile Theory” course in the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 is taken as the carrier,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are mined and appli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produc-
tion safety, forming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ized discussion in the introduction, 
skillful integration in the special topics and reflection in the assess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as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it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ourse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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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在全国高等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充分体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理念，以专业核心

课中的“汽车理论”课程为载体，从科技进步、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三方面进行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

运用，形成在导论中集中论述、在专题中巧妙融入和在考核中有所体现的运用特点，期待作为专业课程

思政的有益探索和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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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央提出的“课程思政”建设，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等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关于“要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充分体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发展理念要求背景下，进一步有效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而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的产物[1]。高校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实施课程思政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全面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和质量的需要[2]，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3]。 

2. 课程思政和思政元素的概念 

课程思政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的教育教学理念[4]。课程思政以课程为载体，密切结

合学科专业的特点，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目标，充分挖掘和运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

政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5]，通过隐性教育的方式，将思政教育元素和思政教育功能，嵌入

专业知识教育，融入课堂教学环节，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要求和内容与课程设计、教材开发、课程

实施、课程评价等有机地结合起来[6]，实现专业课程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叠加。 
课程思政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思政课程，也不是在专业课程中额外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7]，更

不是将专业课程变成思想政治课。课程思政的实质是一种创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在于深入挖掘学科和

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除了传授专业知识，还把价值引领与思想道德教育作为重要的教学目

标，在知识和能力培养中做好大学生思想引领和价值观的塑造工作，把课程中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转

化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载体[1]，充分发挥不同学科专业课程和课堂的育人功能。 
充分挖掘蕴含在专业课程中丰富的思政元素无疑是实现课程思政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的关键。因此

课程思政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政元素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凡是与学科专业相关的、蕴含

在专业课程中的、能够承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形或无形的教育资源，包括人物事件、史实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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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科技文化、国情世势、改革发展、成就进步、方式方法、传统时尚、焦点视野、变革传承、精神信

念、素养修为、思想情怀、责任意识、荣誉使命等都是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运用的对象。 
思政元素的挖掘既与专业特点和课程内容有关又与专业课程的授课教师有关。任何脱离学科特点和

课程内容的课程思政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思政元素的挖掘必须密切结合学科专业特点，认真梳理和

理清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的关系。作为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实施课程思政的主体是专业课程的授课

教师，思政元素的挖掘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教师来完成。专业课程教师的思政意识、思政素养和思政能力

是影响思政元素挖掘深度广度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极其至关重要的因素。 

3. 课程描述与思政元素的挖掘 

3.1. 课程研究对象及内容 

“汽车理论”课程是汽车类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和核心主干课，主要研究汽车的各项性能，其

核心内容是以汽车整车及部件的力学分析为基础，根据作用于汽车上的外力特性，对汽车的主要性能进

行分析和阐述，介绍汽车各使用性能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讨论汽车及其部件的结构形式与结构参数

对各使用性能的影响。“汽车理论”既是一门学科理论应用课程又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是进行汽

车设计、汽车选择、汽车运用、汽车安全、汽车运输等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根据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本课程在保持教材原有内容结构和特色的基础上，

从行业特点和学生特质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教学内容进行应用性的整合、扬弃和增减，在汽车的动力性、

汽车燃油经济性、汽车的制动性、汽车操纵稳定性及汽车平顺性与通过性五个方面，形成以基本概念、

评价指标、影响因素、解决方案为核心内容和使学生能够在说车、评车、选车和管车四个方面，专业的

评价汽车性能、科学的分析影响因素和合理选用与管理汽车的目标和任务。 

3.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现代汽车是一个复杂的集机械、电子、材料、能源、信息及美学等一体的高级知识载体和典型的机

电液信息一体化产品，同时也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产销量和使用量庞大的载运工具和解决因能耗与排放

造成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对象。因此学习“汽车理论”不仅会涉及技术进步和改革发展，与

国情世事、焦点视野、责任意识等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结合课程的研究对象和学习内容，选择

与“汽车理论”关系密切的科技进步、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三个方面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 

3.2.1. 科技进步 
汽车发展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现代汽车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产物。可以说一部汽车的发展

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汽车自产生以来各个阶段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均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为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生态等社会问题，由传统的石化燃料汽车向新能源汽

车特别是使用清洁能源汽车的转型，无疑是汽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汽车的发展历史充分证

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同时也体现人类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智慧和精神。在加深学生对

科技进步理解的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和坚定学生的中国梦自信。 

3.2.2. 节能减排 
环顾当今世界，能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大

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随着绿色低碳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节能减排成为我国的重

要国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高度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表明，汽车不仅能耗高，同时尾气排放引

发的空气污染是造成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压力和挑战，由传统的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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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汽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成为突破石油瓶颈、减少环境污染的关键。节能减排作为课程的思政元素

有利于增强学生作为未来汽车工程师的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3.2.3.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是保障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因此安全意识的增强和安全行为的坚持在各行各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统计数据表明，汽

车交通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安全事故损失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8] [9]。汽车给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交通安全方面的负面影响，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将安

全生产作为课程的思政元素能够使学生从国策的高度去深刻理解“汽车理论”中关于汽车安全行驶的一

系列理论问题，能够在实践中模范树立安全意识和践行安全生产观。 

3.3. 思政元素的教学体现 

充分理解课程思政的意义和内涵，根据课程特点在课程环节中找准教学主题和课程思政的结合点，

有效地在教学设计中切入、引申和体现思政元素，以灵活的和有创新的方式巧妙地融入和运用思政元素，

使课堂思政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能够引起互动产生共鸣，对避免课程思政枯燥乏味、保证和提升课

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基于此认识，“汽车理论”

课程在充分挖掘思政元素的基础上，思政元素的教学体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3.3.1. 在导论中集中论述 
导论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课，是课程的开场白和宣言书，同时又是一门课程的缩影和向导，具有概括

性、综合性、跨越性[10]和主导性的特点和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作用，是在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在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汽车理论”在导论中，结

合课程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课程的实践作用和意义、课程学习的目的和任务等，将科技进步、节能减排

和安全生产三个方面的思政元素以“汽车理论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为题集中融入课程教学。 

3.3.2. 在专题中巧妙融入 
“汽车理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安排有专题研讨。专题研讨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专题报告并制作

PPT 在课上由组员代表作汇报演讲。小组的专题选题可在给出的主题中选取也可以小组在课程内容范围

内自选题目。课程根据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内容，在给出的选题中巧妙融入思政元素。例如“汽车

动力性中的新技术”“汽车节油与减排的关系”“汽车节油与汽车轻量化”“汽车制动性与道路安全”

“操纵稳定性与交通安全”等专题均含有相关的思政内容，具有显著的课程思政的作用和功能。 

3.3.3. 在考核中有所体现 
考核评价是课程教学的重要方面，在课程教学中起着导向和杠杆的作用。课程考核中体现思政元素

是在课程考试中适当加入思政试题或含有思政元素的试题。在课程考核中体现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在课

堂教学上的延伸和拓展，是课程思政贯穿于课程教学全过程的重要的体现。在考试中体现思政元素既是

对课程思政效果的检查又是对学生学习的推动和促进。为此“汽车理论”课程在思政元素的考试命题上，

注重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等的题型，以激发和引导学生对思政元素的思考和探究。 

4. 结束语 

以“汽车理论”课程为载体，通过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运用开展课程思政是在专业课程中贯彻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过程育人综合教育理念的一个有益

的探索和实践。汽车是关乎国计民生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工具，“汽车理论”作为研究汽车性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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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知识，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产业变革、民生改善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汽车理论”

课程的思政元素不仅内涵深刻而且蕴含丰富，本文所挖掘的思政元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课程思政仍

有待于进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建设。诚然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汽车理论”课程的思政实践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为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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