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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专业课程广泛开展课程思政改革的背景下，本文以《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实施“课程思政”

为例，借鉴4S教学法，从师长楷模、社会时事、专业发展历史和学科发展大势等方向深挖相关的思政元

素，改进课外教学方式，为机辆工程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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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tensive reform in major cours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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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tive and vehicle system dynamics and simulation as an example, learns from experiences of 
4S teaching method, that widely collect relevant materi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four direction, good experts and model, social current affair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de-
velopment trend of discipline, and improves the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methods. It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course of locomotive and rolling stock engineering. 

 
Keywords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ocomotive & Rolling Stock Engineering, Major 
Courses 

 
 

Copyright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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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的思政教育不只是思政课程的任务，专业课任课老师也必须积极转变思想，在传授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探索如何将思政内容融入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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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积极探索实践“课程思政”的

教育改革[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使命，切实把“厚德精技、守正创新”贯穿改革建设全过

程，课程思政改革始终走在前列，先后获批“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重点培育高校”和“上海高校课

程思政整体改革领航高校”。学校基于“应用创新”深化课程思政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应用创新型人

才思想政治核心素养 32 个要点和未来工程师 ASciT (爱科技) 9 大关键能力。团队在学校课程思政领导小

组的指导下，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为主线，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高水平创新型应用人才。团队结合车辆工程专业课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重点挖掘价值引领的课程

思政元素，以期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团队在梳理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按照“盐溶于汤”

的原则，重点分析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要求，结合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展课程思政改革的探

索与实践[2] [3] [4]。 
《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课程思政团队认真领悟从本校课程思政具体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4S 教学法”，即“师、时、史、势”，在专业课教学中从师长楷模、社会时事、专业发展历史和学科

发展大势等方向深挖相关的思政元素，结合学校思想政治核心素养 32 条目，梳理一批良好的课程思政素

材，将思政元素融入车辆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有力提升本课程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

的双重育人内涵[5]。团队还积极在课程组织模式、协同育人机制和思政成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探讨，思考

如何把价值引领的要素、思维方式的训练等内容巧妙融入专业课的教学中，探究课程思政效果的评价方

式与方法。 

2.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2.1. 深挖课程思政元素 

本课程思政团队采用学校凝练出来的“4S 教学法”，从“师、时、史、势”四个方面深挖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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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师长楷模 
介绍被誉为“铁路保护神”的翟婉明院士的事迹和科研趣事，说明其在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贡献——

耦合系统动力学“翟–孙”模型的科学理论成就，从其学术思想说明其就是综合考虑车辆与轨道系统之

间的耦合，而不是单纯分离研究，通过持续与深入的研究，解决线路、车辆、桥梁等方面的工程技术难

题，让学生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神秘，树立科技兴国，投身科研的志向。 
讲述被誉为“高铁卫士”的沈志云院士的学术贡献及生活日常，突出体现其对中国机车车辆的重大

理论与工程贡献(轮轨接触理论——沈氏理论、径向转向架、高速滚动振动试验台、高速列车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真空管道磁悬浮)与日常生活中的节俭、朴素、坚持做空巢老人之间的强烈反差，教育学生一

方面要学习沈院士在科研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更要学习其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尊

重科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淡泊名利、敬业奉献的家国情怀。 

2.1.2. 历史发展 
介绍中国铁路百年发展简史，从英国工程师金达(C. W. Kinder)指导国人仿制的“中国火箭号”(又称

“龙号机车”)到中国标准占主导的复兴号动车组，从万国机车博物馆到中车产品走向世界、造福全球(全
球 83%拥有铁路的国家运行着中车的产品)。经历百年风雨，中国机车车辆经历了一穷二白、依赖进口、

艰难仿制、自主研发、吸收创新、引领世界等阶段，实现了“从普载到重载、从普速到高速、从引进到

出口、从直流到交流”的四大跨越，在国际行业内具有领先的地位，使得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培养

学生的国际视野，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1.3. 发展趋势 
从智能材料——磁流变液体的粘度大小与磁通量存在对应关系的物理特性，思考基于其特殊的物理

特性如何衍生出磁流变阻尼器、磁流变液离合器、磁流变液力矩伺服系统等工程器件，探讨从新材料、

新理论逐渐进行工程化的思维方式，鼓励同学们关注学科前沿技术，结合工程实践需求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解决行业工程技术难题。 
从 GB5599-85 到 GB5599-2019 的平稳性指标修订，讲述中国机车车辆动力学标准诞生及修订背后的

故事，引入前沿的列车综合“舒适度”概念，从振动加速度、光照、噪声、温度和车厢内空气压力等方

面综合评价，培养学生“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和工程伦理。 

2.1.4. 时事热点 
中国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倡导“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量开

行中欧班列，可以有效地解决空运成本高，海运时效慢的问题。但受限于与周边国家在轨距、供电制式

不一致的运输障碍，必须在中国与中亚的边境、中亚与欧洲的边境进行换轨作业。2020 年中国为解决跨

国运输而研制成功了 400 km/h 变轨距转向架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以及“交通强国”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说明机车车辆专业的同学可以通过技术报国，造福人类，为实现人类互联互通提

供中国方案，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理解和对世界人民的人文关怀意识。 

2.2. 改进课外教学环节 

2.2.1. 学习先贤 
结合本课程讲述的轮轨蠕滑理论—沈氏理论、翟婉明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系统理论，布置课外

作业，让学生自己进一步搜集机车车辆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结合专业知识阐述他们学术成就的工程价

值及理论贡献，并对专家学者的事迹谈自己的感受，成绩计入总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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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团队合作 
布置小组课外作业，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使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查文献资料，主动学习相关

知识，完成后上交作业并制作 ppt，抽取部分组面向全班进行展示，充分锻炼学生小组的团队协作、主动

学习，培养学生开展技术探索时“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 

2.2.3. 引企入教 
引进上海铁路局技术专家进入课题，指导课内实验实践教学，实践校企协同育人和产教融合，编制

由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丰富育人价值的教学案例(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实际工作)，启发学生思考和增进师生

互动，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探索实践、服务社会、精益求精的品质[6]。 

3. 课程特色与创新 

课程特色与创新如下： 
1) 通过课堂引入最内最新研制的变轨距转向架案例，实现了依托工程实践案例教授工程思维方式的

目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技术服务人类互联互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树立技术报国、造福人

类的远大抱负，极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国际视野。 
2) 通过让学生收集国内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事迹，撰写心得体会，学生不仅收到师长楷模事迹的感染，

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素养。 
3) 基于 4S 教学法经验，从“师、时、史、势”四个方面深挖本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结合学校思

想政治核心素养 32 条目，梳理了一批良好的课程思政素材，有力提升了本课程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

双重育人内涵，具有其它课程良好的借鉴意义。 

4. 结语 

《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中，结合机车车辆专业特色，借鉴课程思政

4S 教学法经验探，从“师、时、史、势”四个方面深挖本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并改进了课外教学环节，

融入专家楷模事迹与团队合作任务，为机车车辆的课程思政探索提供了参考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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