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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高等教育的“三全育人”功能，需要实行专业课程思政。以车辆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汽车理论》

为例，分析课程特点与教学目标，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精心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做到“课程思

政”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实现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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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
plemen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aking the core course “Automobile 
Theory” of the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 as an exampl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objec-
tives of the course are analyz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are fully ex-
plored, and the course teaching design is carefully designed to achiev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o rea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09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090
http://www.hanspub.org


陈佩江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3090 625 社会科学前沿 
 

Keywords 
Automobile Theory,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eaching Desig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其基本任务是培养具有高素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人才，这就需要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关系着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为了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各专业课程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教师积极开展“课

程思政”，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1]。 
“专业课程思政”可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和思想政治的价值渗透与引领作用[2]，实现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既能帮助学生“专业成才”，也能促进学生“精神成人”。 
《汽车理论》是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汽车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在专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3]。以《汽车理论》课程为例，分析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探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方法，开展“专业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实现学生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学习的有机统一。 

2. 汽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汽车理论》以力学为基础，分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外力，介绍各种使用性能的评价

指标与评价方法，建立有关的动力学方程，分析汽车及其部件的结构形式与结构参数对各使参数的影响，

阐述性能预测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了解汽车技术的发展动态，具有自主学习和创新意识，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担当，为进行汽车设计、试验、研究打下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按照学校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办学定位，根据专业培养“具备分析和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据任务，制定课程教学目标： 
1) 能够分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外力，掌握汽车各种使用性能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

能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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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研究提高汽车性能的基本方法。 
2) 具备运用现代仪器设备对汽车性能进行试验和诊断的能力，具有把汽车理论与汽车运用实践相结

合的能力，具备分析、解决复杂车辆工程问题和技术改造的能力。 
3) 能够了解汽车技术的发展动态，具有自主学习和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能够理解汽车技术进步对汽车安全使用、节能减排、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具有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责任担当。 

3. 汽车理论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课程思政要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4] [5]，这就要求高校教师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把

专业知识转化为个人素质。从本质上来说，课程思政一种创新教育理念，其核心在于深入挖掘专业知识

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把价值引领与思政教育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中塑造

学生的价值观。因此，授课教师要充分挖掘蕴含在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这是实现课程思政与知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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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无缝融合的关键。 
做好“课程思政”的关键点是：明确课程教学目标，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6] [7]。

教师可充分结合学科前沿知识、社会热点等方面，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把思政教育贯穿于课程学习全过

程，与专业知识教育相融合。在车辆工程专业的毕业要求中，“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等方面都与思政教育密切相关[8] [9] [10]。 
汽车是一个由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结构复杂的机器，产销量和使用量庞大的交通工具，涉及机械、电

子、材料、能源、信息等多个学科知识。同时，也是当今解决因能耗与排放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问

题的重要对象。“汽车理论”课程的学习不仅涉及到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也涉及到时政焦点、责

任意识等。 
本课程的蕴含有丰富的“思政元素”，主要包括四方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强化学生工程

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汽车理论”

课程的主要“思政元素”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opics 
图 1. 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主题的对应关系 

4. 汽车理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本文以《汽车理论》课程的“汽车的侧翻”教学内容为例，分析课程“思政映射与融入点”，根据

教学内容与学情，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设计，把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知识点学习。 

4.1. 教学目标与学情分析 

“汽车的侧翻”是汽车操纵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知识点，首先分析其教学目标及学生学情。 
1) 教学目标：能够计算刚性汽车准静态侧翻的阈值，能够计算带悬架汽车的准静态侧翻率阈值，能够

理解汽车的瞬态侧翻；能够运用信息技术获取汽车侧翻的有关信息，能够分析汽车侧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具有安全驾驶意识和职业素养、尽可能避免汽车侧翻等危险现象的发生，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精神以及提高

汽车技术的使命担当，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2) 学情分析：本课程开课时间是第五学期，是专业知识学习的关键时间，学生也有了较好的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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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能力，但部分同学学习积极性和热情有所下降；在知识储备上，学生已经学习了汽车操纵稳定性的

主要内容，能够理解汽车的侧翻、刚性汽车、准静态、瞬态侧翻等内容；在学习习惯方面，学生线上学

习主动性需要加强；在学习内容方面，知识点“汽车的侧翻”学习难度较大，理论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

学生有较大的兴趣，要注意引导，可利用案例提高学习学习的积极性。 

4.2. 教学方法 

为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提高思政育人效果，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革教学方法，使课程思政与

专业课程教学有机融合起来。以“汽车的侧翻”为例，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混合式学习。教学的组织实施主要以混合式学习方式进行，典型教学过程为“三段十二步”。“三

段”即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四个步骤，共“十二步”，分别为：一次备课、线上学习、

学情再分析、二次备课；课程导入、自主学习总结、课堂授课、课堂归纳；课后作业、课外扩展、学生

评价、教学反思。 
2) 案例式教学。通过观看与分析典型的汽车侧翻案例，使学生认识到汽车侧翻的危害，意识到合理

使用汽车以及提高汽车操纵稳定性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科技知识，提高汽车科技水平。 
3) 问题–探究式教学。根据学生线上学习情况反馈，把“汽车的侧翻”分为 4 个主要知识点，设置

问题并组织讨论，提高学生参与程度，激发学习热情。 
4) 研究式教学。根据重要知识点“汽车侧翻阈值”设计题目上，学生分组完成并讲解，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在分析“汽车的侧翻”知识点的教学目标与学情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

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如图 2 所示，把知识点学习和思政育人两大任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Figure 2.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the course “Rollover of the car” 
图 2. “汽车的侧翻”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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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通过分析《汽车理论》的课程特点与教学目标，把“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知识点，不仅

能在学业上指导学生，也能在思想上引导学生。科学设计教学活动，从哲学角度入手，在更高层次上助

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从而让学生专业成才、精神成

人，提高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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