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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典型的新工科专业，“新工科”建设对人才的培养要求是培养具有工程科学和

系统思维能力的适应该专业的人才。同时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社会主义技术人才。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

教学中，构建专业层级的思政教育体系。在专业课课程体系中应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使专业课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同频共振，可以促进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文以徐州工程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探讨该专业思政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的办法，

为相关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一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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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is a typical new engineering major. The “new en-
gineering” construction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with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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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major. At the same time, it cultivates socialist technical talents with 
patriotism,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con-
structing a professional-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make profes-
sional course education resonat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same frequency,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major, providing a template for relevant major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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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在教高厅函[2010] 13 号指出有关高校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内经专家论证，按规定程

序向学校主管部门提出新设专业的申请(包括目录外新专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领域包括：新能

源产业；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核能技术，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以低碳

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新能源汽车等相关内容[1]。2010 年教育部首次批准浙江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等 16 家高校开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我校于 2015 年申请，2016 年 1 月获批，2016 年 9
月招生，目前已经有在校生 240 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为相应国家战略性计划而设置的计划外专

业，与当前课程思政所承担的使命一致，是非常典型的新工科专业。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学科领域，其发展受到国家

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思想

政治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如何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成为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随着课程思政的大面积铺开，课程思政在诸多方面，例如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实施途径等

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在通识教育平台、专业

教育平台、实践教育平台和创新教育平台进行课程思政的布局；如何在专业统一的标准下确定每一门课

程所承担的思政教学模板；如何有效地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评价。这就涉及到专业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

本文以徐州工程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对该专业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 

2. 现状 

2.1. 存在的问题 

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也进行了思政教育的探讨，但是存在着各课程“各自为政”的问题，具

体表现在： 
1) 课程思政教学环节碎片化 
专业教学中应该融入课程思政，将其贯穿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教育教学活动全过程，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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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教材讲义、实习实训、创新教育和教科研研究等关键环节贯彻课程思政质量

标准[2]。目前，都是各自为战，没有做系统性的规划，都是为了申请课程思政而做课程思政，没有成体

系。碎片化的课程思政，不利于整个专业课程思政的发展。 
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无序化 
课程思政的内容要具体和可感受，明确课程思政指标体系。但是目前，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尚未

形成可操作的、覆盖整个专业的课程思政指标体系。虽然学校出台了相应的文件，但是具体到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专业，还没有形成符合专业特点的指标体系。 
3)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粗放化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思政的要求，应确定课程思政实施方案，选择一些课程进行试点，在试点

的基础上，摸索课程思政的目标、任务及保障机制，做到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成体系化。目前，专业开

展课程思政课程较少，处在摸索期，还需要进一步将课程思政的工作精细化，从整个专业角度，构建符

合专业特点的课程思政课程体系、资源体系和过程体系。 

2.2. 问题的反思 

1) 做好整体设计很关键 
从“立德树人”的角度出发，结合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自身特点做好专业课程思政整体设计非常

关键，唯有如此，才能使课程建设做到有序和高效推进。本专业首先抓了专业课程思政标准的建设，标

准撰写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深化和细化课程思政方案的过程。为高质量建设好标准，在学校支持下，我

们走访 20 多所院校，以及我校其他课程思政建设较好的专业，最终形成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课程

思政建设标准。 
2) 抓好关键少数很重要 
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中，主要抓住重课程负责人关键少数。课程负责人是课程

思政建设的直接责任人，需要这些关键少数人根据课程建设标准，通盘考虑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具体材料，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积累与整理大量的素材，确保各个课程能达到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标准。 
3) 做好细枝末叶很适用 
具体课程作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实施的对象，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末梢，每一门课

程建设的好坏，都会影响到整个课程思政体系。同时，每一门课程也是学生感受整个专业思政教育体系

的最直接的载体，因此做好每一门课程思政的建设对于整个体系的建设是非常适用的。 

3. 实施的途径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实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健全课程思政教学的制度和体制 
当前教学评价主要是各种考试、报告、论文的分数以及学生评教的结果，而很少关注教师在教学过

程的评价。而课程思政的实施又无法简单地用成绩或者数字来进行量化，势必造成课程思政的实施流于

形式，教师不肯投入或者投入不够。因此制定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实施标准，设置了育人

目标、课程团队、教学内容、教师实施与教学效果 5 个一级指标，专业目标、课程目标等在内的 11 个二

级指标，以及 27 个可执行的观测点。同时积极为专业教师提升课程思政实施能力提供方便，邀请专家、

学者和有经验的教师做好理论提升和实操提高工作，让专业有能力完成课程思政。修改了专业教学工作

量考核方法，对于获批校级及以上的课程示范课程，非专业核心课程工作量按照专业核心课程进行计算，

专业核心课程在原有的系数上进行增加。在专业评奖评优、教师职称晋级排名、竞赛推荐、年终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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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相应的倾斜，让教师“有利可图”。 
2) 强化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 
教师是学生价值观树立、成长成才的关键人物。专业课教师除了教授专业的技能和知识之外，更应

该做好育人的工作。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师要改变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两张皮”的现状。“既

要做学问之师，也要做品行之师，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3]。在

做好专业教育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多学习课程思政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相关讲座和培训，

充分了解课程思政实施的意义及价值。只有专业课教师能够充分认识到实施课程思政的使命与担当，才

会从行动上去践行课程思政教育。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强化教师课程思政教学中，聘请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进行指导，让专业教师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了解思政教育的方法、原则和特点，

让课程思政真正融入到教师的专业教学中。 
3) 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落脚点在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上。一方面要为

专业教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供保障，比如该专业多次组织专业教师参加线上和线下的理论、技能

培训，搭建了跨能源动力、材料、化学、电子等专业的交流平台，加强了与思政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合作，

组织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联合备课等活动，旨在提高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教

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二是创新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让专业课教师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被更多地应用到了课程教学中。例如，

《新能源课程与工程专业导论》中在讲技术与社会的时候，将学生现场带到了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一

处山丘光伏电站，通过讲解该电站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专业知识，同时也

受到了环境保护的教育，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同时入脑入心。 
4) 提高课程思政案例的示范高度 
思政案例是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每一位专业课教师都要从专业出发，真正找到属于本专

业的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而不是简单的“贴标签”和简单地喊口号。每一个专业课都有其不同的思

政元素，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信仰、社会责任、文化精神等思政元素与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教学有机结合，

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思政元素[4]。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以光伏为特色，围绕光伏产业上下游设

置的相关专业课，要将光伏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光伏产业由弱到强，由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到全部自主，

成为新的“中国名片”的艰难自主过程融入到专业课教学的各个环节，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培养具有科技报国、自主创新的爱国情怀。 
5) 发挥专业核心课程思政典型示范作用 
专业核心课程是人才培养方案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承担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发挥这些课

程的典型示范作用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节点。专业核心课负责人在

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认真总结实施的路径、方法和载体，准确查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实效

性的原则，精准提炼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案例和成果，查摆共性问题，解决问题，形成可执行可推广的

示范模型，验证这些课程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教学中的普遍适用性，从而实现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思政

的典型示范和引领作用。目前该专业《光伏材料》《储能原理》《太阳能电池片制造与封装》《光伏

发电与施工》等专业核心课程，均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这些课程的带动下，《风能原理》

《光伏组件实训》《材料分析技术》等课程也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目前专业必修课课程达到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标准的比例为 93.3%，选修课的比例为 66.7%，思政课程示范课程的引领作用进

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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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理确定评价主体的评价作用 
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需要进行评价，本体系的评价主要通过教师、同行、专家和学生等多元化

的测评主体进行评价。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建设主体，更是课程思政的评价主体。根据建设好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批准，对照 5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以及 27 个可执行的观测点，进行对标找差，撰

写评价报告。报告除了总结课程实施取得的成绩，更要着重发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进一步做好持续

改进工作。专业系是作为同行点评的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备课和教研的优势，组织专业系教师进行相互

观摩和交流。同行点评应该从专业的角度，侧重教学内容的点评，给出合理的建议。同时给出课程思政

在其他课程实施的可行性。专家评议是借助校内外专家的智慧和经验，对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进行把脉和

把关[5]。评价要把课程团队、教学效果以及育人目标的达成度作为评价的主要侧重点。作为专业课程思

政体系教学实践的直接受益者与参与者，他们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果最有发言权。学生的测评可以通过

访谈交流和问卷调查的方式，给出直观结果，从而获得学生参与课程思政教育的感受，通过学生的反馈，

收集学生的体会和建议，帮助教师进行反思和改进。 

4. 结论 

作为新工科代表专业之一，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一直是各高校的重点工作之一。

将课程思政融入到专业课程中，可以促进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我校新能源课程与工程专业先后获批 26 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被遴选为校级课程思政示范

专业。课程思政对于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综

合素质的高素质人才，以满足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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