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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工程热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阐述了课程教育目标与思政教育目标的统一性。分析了在教

学设计中引入“课程思政”，对学生进行爱国情怀、诚信等思政教育，以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和技能，且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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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unity of course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objectives, and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course,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eaching desig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such as patriotic feelings, honesty education, and so 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scientif-
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with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skills, and also with th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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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world outlook, values, outlook on life, who can service the society and bring benefit to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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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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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他同时也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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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做出新贡献”，这是我

国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和教育宗旨所在。中国当代的青年在学习中能增长知识，在工作中能练就本领，提

高才干。因此，他们也能在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中培养品格，陶冶情操，树立服务人民、创新创造贡献

国家的世界观。高校教育面向的是广大青年学生，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师，结合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

对学生进行正能量的思政引导，既是契机，也尤为重要。 
工程热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他们今后专业课程学习以及从事科研技术工作的基

础，而且也是与能源利用、节能环保息息相关、持续关联的重要科学技术课程。因此，在工程热物理课

程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在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不仅具有过硬的专业基础

知识，而且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于热工课程的教学实践，本文认为在课程的教学

设计中，应注意融入思政教育环节，以提升教师自身和学生的政治素养。 

2. 课程教学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统一性 

课程教学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可见两者的统一与协同。 

2.1. 素养目标 

(1) 政治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爱国情怀，具有刻苦学习，勇

于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科研诚信，求实态度，具有团队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的，能服务于

人民和社会，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人才。(2) 技术素养：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安全意识，具有创新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 

2.2. 知识目标 

应结合具体的专业要求(例如，能源，动力，化工，材料，航空等)系统掌握工程热物理课程(包括工

程热力学，传热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科学分析和工程应用的计算方法。 

2.3. 能力目标 

要求能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中的相关问题；能进行本课程相关的实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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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实验操作；具有独立进行文献检索、知识运用、知识迁移与知识拓展的能力；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

沟通以及国际化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自主创新创造、竞争竞技的兴趣和能力。 

3. 引入课程思政理念的教学设计 

根据工程热物理课程的特点，结合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如下： 

3.1. 爱国情怀教育 

(1) 以传热学为例来说明爱国情怀的培养。传热学是研究有温差引起的热量传递规律的科学[2]。在

讲授传热学发展史中，可以引入中国的三大发明“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从 1550 年，意大利

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就指出中国三大发明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621 年，英国哲学

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马克思承袭了培根的思想，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又进一步论述这三大发明在改变世

界历史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的“三大发明”之说多被西方学者引用，得到来华传教士和后世学

者考察、研究和考证。因造纸术也是来源于中国的重要发明，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四大发明”之说。“中

国的四大发明”之说虽已普及到了少年儿童的读物，但在传热学发展史讲授中引入这一家喻户晓的概念，

首先可以让学生回忆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贡献、优秀的智慧、勤劳的品质和伟大的创造力，

以此作为鼓舞未来，增强民族自豪感以及课程学习动力的滋补力量。其次，引导学生自主从传热学的角

度，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发明与传热学发展、传热技术进步以及当代传热邻域创造和创新的密切关系。

由此，让学生了解传热学及其发展和重要作用，让学生领略中华民族的智慧，激发民族自豪感，弘扬学

生的爱国情怀，提升学生勇于创新的科研激情。(2) 以工程热力学课程为例，在讲授工程热力学的发展史

中，可以从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刺激和推动了热力学方面的理论研究，促成了热力学的建立与发展，

到航天发动机的创造，特别强调中国在航天动力事业的发展以及航天人所付出的努力。例如，中国液体

燃料发动机制造技术的发展、固体燃料技术火箭发动机技术的研制，到当代的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的建设

等方面的史例的介绍，促进学生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努力学习的源动力。同时还可通过课

后文献查阅或调研的方式，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发动机”是工程热力学的核心装置即主要目标，为后续

理论的学习打下基础。 

3.2.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和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善良、勤劳、

勇敢、智慧的鲜明特色。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有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书法文化、陶瓷文化、建筑文

化等，蕴涵了和谐、幸福，天人合一的观念，它经过了岁月的淬炼而熠熠生辉，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

的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学习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心，

特别是对于当代的青年学子。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方面，以传热学课程为例，可以“民以食为天，

‘饮食’离不开传热学”，并借助“舌尖上的中国”视频、湖北小吃——欢喜坨(文中图片来源于早期网

站：http://www.lovemshi.net/)等地方特色小吃的图片，引导学生从畅谈家乡的民间餐饮到家乡的饮食文化

和传统文化，使来自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学子之间多了一份乡情和亲情，增了相互间的暖意，添了课堂的

气氛，有温情，有“温度”，在传热学基本概念的学习和思考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例如，图 1 中将特

色小吃与传热学问题结合，让学生在品味美食，领略中华饮食文化的同时加强对传热学基本概念的理解，

例如其中所包含的导热、热对流，热辐射，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抽象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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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ood culture-heat transfer problem (teaching course-
ware of author) 
图 1. 饮食文化–传热学问题结合(论文作者教学课件) 

 
将中华文化的传承教育引入传热学的教学还有很多内容。例如还可以用中华优秀传统手工艺——景

泰蓝工艺制作过程与传热学密切关联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从艺术之美来领略“传热学”的有趣。也可

将陶瓷工艺制作设计为传热学课程的课外实践环节，让学生动手制作陶瓷工艺品，在传热学知识的实践

应用过程中，了解中华手工艺人的独具匠心和智慧，让学生自然而然，由内心，用行动弘扬中国的传统

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智慧。 

3.3. 诚信教育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可见古人对诚信的重视。诚信不仅是人的道德修养，

而且治学和科研更需要诚信，这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当代大学生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肩负重任，

应该自觉做一个诚信的人。在当前的高校教育中，学校很重视诚信教育，也加大了诚信教育的投入，以

提高青年学子的思想道德素质，塑造具有健全人格、有诚信的新时代的当代大学生。 
诚信教育的方法不能是单一的，应该是多角度，多方位，多方面的；不仅只是以惩罚的方法，也不

仅是事后的责罚，而应根据失信行为产生的原因，有的放矢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不诚信行为产生的苗

头和隐患，从而形成良好的诚信氛围。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诚信教育，提高自

身的诚信素质，并努力去探究新的诚信教育途径。 
做人需要诚信。在工程热物理课程的教学环节中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深入挖掘课程与诚信教育的

结合点，将“诚信”这一思政元素科学地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内容中，让学生在理解热工课程基本概念和

原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升对诚信的认识，以诚信为荣，而以不诚信为耻。自觉做诚信的人。例如，

可以引入“地沟油”这一恶意欺诈的恶劣不诚信行为，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不诚信行为的严重危害。在此

基础上，可以结合传热学课程的教学，以课后的文献查阅、调研和课堂的交流互动，引导学生探讨“地

沟油”是如何形成的，与温度的关系怎样？地沟油被再次加热后，是否会产生更多对人有害的物质等与

传热学理论和应用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可以结合工程热力学课程，引导学生探究能否将地沟油作为动

力装置的燃料？能否将地沟油变害为宝？在提高学生课程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培养学生积极抵制

不诚信行为的能力。 
科学需要诚信。在工程热物理课程的讲授中，结合前人们研究所得的定理、定律、理论公式、经验

公式等科学成果，弘扬前人对科学的诚信。也可以列举当前学术界造假事例和现象，对学生进行诚信教

育，让学生深知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从而教导学生重视学术诚信。 
根据失信行为产生的原因，及时消除隐患。例如，结合课程考试，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同时，也

注意考场心理教育和引导，杜绝学生因心理紧张而导致不诚信行为。例如，结合与节能研究科研课题有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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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舒适度调研”进行传热学考试命题，以缓解学生在考试中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不诚信行为，同

时提升学生应对紧张情况的能力和心理素质[3]。 

3.4. 科学精神的培养 

科学精神是指在科学活动中的基本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独立于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和功利得失

的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精神[4]。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内涵丰富，其中更容易获得共识的是锲而不舍

的探索精神。如何将科学精神的培养融入到热工课程的教学中？关键在于找到课程背景中所蕴涵的科学

精神，以及与思政教育的契合点。首先我们注意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理论和技术是工程热物理课程的

一个重要内容。能源是指提供各种有效能量的物质资源，它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物资基础之一[5]。石

油和煤炭传统能源的短缺和对环境的污染，以及风能、水利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

开发和利用，都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正因为如此，热工课程的理论及应用的

发展过程里蕴涵了人类锲而不舍的探索，涌现了很多具有强烈探索精神的科学家和学者。因此，教师首

先应该通过广泛阅读文献，从热工课程的科学发展史涉及的科学家勇于探索和不畏困难解决新问题，用

科技促进人类进步的事迹中，精心挑选一些内容，作为科学精神培养的切入点。例如，以工程热力学课

程为例，从发展史的 18 世纪初，欧洲的煤矿开采、航海、纺织等产业对热机动力需求，瓦特对蒸汽机的

改进，卡诺对热机效率的提出等，在热力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离不开人类敢于对新课题探索，不畏惧

失败，让学生明确热力学理论是在不断解决新课题中得到发展，并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而培养

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不畏困难勇于攻关，在解决新问题中发展科学理论的科学精神；在理想气体状态

方程的讲授中，插入介绍提出者阿伏伽德罗(Amedeo Avogadro)毕生致力于物理化学研究。当时科学界并

不认同他的理论，但他仍坚持不懈研究，最终被科学界认可所体现的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在

范德瓦尔斯方程讲授中，可以插入介绍该方程的提出者范德瓦尔斯(van der Waals)，他是 1910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是最早提出分子间力的学者之一。分子间力也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为范德华力。范德

瓦尔斯家境贫寒，曾一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而中止学业。但范德瓦尔斯仍坚持自学，经过努力把握了

当时的大学入学机会，并最终实现理想；这些科学家的故事所蕴涵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让学生领会

独立自主，克服困难，滴水穿石的拼博精神是课程学习、今后的科研和工作所需的基本素质。 

3.5. 勤俭节约品德培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俭以养德”流传甚广。宋朝司马光的《训

俭示康》中的“以俭素为美”而不以“以奢靡为荣”。明朝薛瑄的“节俭朴素，人之美德”等。古人也

注重将勤俭节约思想融入到各阶层的教育中。例如，明清期间的识字教材《明清杂志》就处处渗透着勤

俭节约的教育思想，“当家主事，还要勤俭”；“省吃省费省用，积谷积钱积金。宁可有时减省，莫待

无时求人”等，可见“褒勤贬懒、省吃俭用”思想对于改变崇尚奢华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具有不可忽视

的警醒作用[6]。勤俭节约指工作勤劳，生活节俭，它是个人必须具备的优良品格，也是家庭、国家和社

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勤俭节约是新时代人们的道德标准。 
常言道：坐吃山也空。因此，从小家到国家都需要节约，也即从“小家的自我节约”到“国家的大

局节约”。可见，虽然大部分当代大学生物质生活条件普遍优越，但是勤俭节俭教育仍是重中之重。目

前高校认识到在大学生中开展勤俭节约教育的重要性，诸如通过班会，挂横幅、贴标语以及视频等进行

宣传教育。如何将“勤俭节约”思政元素融合到热工课程的教学，并能达到严谨深入的教育目的？以工

程热力学课程为例，在“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讲授中，从粮食的粒粒皆辛苦到食品制作的能量消耗量以

及通过定量计算，从“量”上让学生认识到促进“光盘行动”的重要，从“质”上深入培养学生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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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勤俭节约，即小家的自我节约。在此基础上，结合工程热力学发展史涉及的，诸如，早在 1942
年，科学家凯南在热力学基础上提出有效能的概念，以及合理能源利用和节能的思想；1974 年人们确定

了作为常规制冷剂的氯氟烃物质 CFC、含氯氟烃物质 HCFC，与南极臭氧层空洞联系等问题提出了节能

与环境保护的课题，强调人类已很早就认识到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引导学生自主文献查阅，

以课程大作业，社会调研的方式和环节，让学生主动了解当前世界性的能源短缺以及迫切节能所需，增

强学生“节能环保”的迫切感和促进我国持续发展的责任感，积极参与节能环保的公益工作，从而让学

生自觉以“国家的大局节约”思想促进“光盘行动”等，达到严谨深入培养学生勤俭节约品德的目的。 

3.6. 感恩教育 

感恩是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感恩教育就是指教育者运用一定

的教育方法与手段，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的识恩、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

学[7]。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感恩能力。例如，在勤俭节约品德培养中提到的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这一实践行动，也是对“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恩行动，体现感恩元素与工程

热物理课程教学的融合。例如，在传热学课程教学中，可以结合武汉疫情，通过视频和图片的演示，教

育学生应感恩来至全国各地的支援和帮助，特别是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的无私奉献，并引导学生注意观

察医护人员所穿的防护服、防疫人员所用的环境消毒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诸如防护服结露影

响视线不舒服、消毒装置可能引起的防疫人员自身吸入消毒气等问题，鼓励学生课后自主调研，利用所

学的导热，对流换热等传热学理论，改进和研发防护服、环境消毒装置等，用行动感恩。这不仅提高了

学生的感恩能力，而且提高了他们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本文以工程热物理课程教学实践为基础，浅议在日常课程教学和实践中，如何从教学设计方面引入

“课程思政”的理念，以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能服务于社会，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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