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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国家思政建设要求为牵引，从《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

制》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策略和思政要素两个核心内容，开展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将有助本课程

后续课程思政融合，强化学生的当代民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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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roengine modeling and control” course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urse expertise of 
aeroengine modeling and control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The teaching strate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the core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se two key poin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follow-up courses of the course strengthens the students’ contem-
porary civil aviatio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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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简介 

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是针对航空发动机适航方向研究生开设的一门重要专业课，以航空发动机前

沿热点控制算法和适航要求为重点的新开课程，在航空器适航技术学科培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讲解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总体要求和功能分析、控制规律和控制算法的设计实现、滑动模态方法

和模型预测算法、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适航审定案例；着重培养学生航空发动机的系统建模、系统分析

与系统综合方面的能力，进而提升航空发动机控制适航要求的分析和审定能力、控制算法的设计能力，

培养航空发动机适航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基于本校秉承“立足民航，服务社会，面向世界”的办学方向和“致力于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作风严实，富有人文素养、安全意识、系统思维和国际视野，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的办学定位，以及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航空器适航技术特色和民航强国发展战略，满足航空航天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毕业生的要求，围绕“立德树人”和“课程树人”，确立课程目标为： 
1) 思政目标：通过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领域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的家国情

怀、民航强国的责任担当和严谨精博的职业素养。 
2) 知识目标：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航空发动机控制的经典算法、典型的控制系统适航审定方法等知

识，并理解相应的前沿热点控制算法。 
3) 能力目标：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的系统分析和适航考虑，

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实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养成。 

2. 《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明确表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

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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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形成协同效应。” 
2018 年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贯彻落实该讲话精神，高校要通过思政课程建设将工程教育与思想价值教育有效融合，为社会输

送既具有“正确的政治意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具有“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严谨科学的专业精

神、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民航精神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3. 《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 

针对如何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许多单位围绕控制理论类课程开展了大量教学策略和思政要素

的分析[1]-[13]，在此基础上，结合民航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特点，从教学策略和思政要素两个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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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进行分析。 

3.1. 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策略 

将思政教育要素的精髓要义融合的教学之中，以专业知识为载体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14]，将价值

观的同频共振运用于课堂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主渠道功能。利用多媒体教学产生动态的教学效果，

给出大量爱国科学界的图片，节约课堂教学时数，潜移默化地提高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课题组在实际

教学中不断地探讨和寻找更好的结合。 
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教学中，重塑高等教育的教学形态，改善教

学效果，并培养学生在新兴的智能化时代的竞争力。本课程利用课程网站，通过智慧树，将现代互联网

技术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实现课上课下多层次教学，实现《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思政教育的良

性循环，达到提升思政课堂的完美融合效果。 
在具体课堂授课中，对学生表现出来的不良问题给予及时修正，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充分体现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针对部分学生日常上课中出现学习态度不积极，当听不懂课程内容时就放弃思考，

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在教师在授课时要及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结合生活中身边人的成功事例，培

养学生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敢于迎接挑战的勇气。 

3.2.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课题组通过深入梳理《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的教学内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内容，学生能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加强思想政治的学习，从而使航空发动机

控制专业知识不再枯燥无味，思想政治教育亦不再空洞。提倡“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两者并重，

对实现课程思政的效果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讲授《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总体要求和功能分析》理论知识时，通过航空发动机控制从机械液

压到数字电子、从燃油调节器到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从安全限制方法到智能容错控制方法的发展历

程，对比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对飞机耗油率等参数的影响，激发学生对民航强国的理念认同。从航空发

动机控制系统的发展阶段变化，传递科技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停滞不前，但整体发展

是螺旋上升的，映射到我校从维修培训学校到综合性行业大学转变过程，体会我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发展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对近年中美贸易和新冠疫情中民航困难坚定信心，为我国的民航事业、航空

发动机控制适航技术发展贡献力量。 
在讲授《航空发动机控制规律和控制算法的设计实现》理论知识时，在利用航空发动机工作原理开

展数学抽象描述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向更深层次探索，善于根据表面现象总结事物本质，引导学生如何

发现科学问题并描述问题，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认识论范畴。对数学模型的输入输出选择分析中，

观察微分方程中输入量和输出量的不同选取，得到的数学模型可能是不同的。对于个人，选择不同的伙

伴，得到的结果是不尽相同。选择好的伙伴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数学模型描述方式选择时，体会

数学变换(映射)所蕴含的诚信、友爱、平等的思想，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在讲授《航空发动机控制滑动模态和模型预测算法》理论知识时，应向学生强调发动机非线性控制

中稳定判断的重要性，涉及控制系统性能指标的计算必须首先判断控制系统稳定性；然后融入思政元素，

对个人而言，“德”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对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分析中，看待“矛盾论”

和“幸福论”，阐述执行能力对能否达成目标的重要性。从系统反馈和抗扰动性中，说明内外反馈的结

构，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挖掘自我，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说明控制系统工程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引出个人分工与合作的关系，阐述“任尔东西南北，我自岿然不动”心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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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适航审定案例》分析时，结合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的设计特点和适航

技术，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有关工程哲学，培养学生基于工程理论来理解有关问题。同时让学生学会在

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践工作，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对比评估不同机型控制系统

适航考虑中，引入现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认识，揭示发动机控制系统评价尚且如此，人作为一个复杂多

变的单个生命体，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行业也都会呈现出一个不同的自己，此时

就需要一个合适的体系来自我评价。在分析安全限制边界的实现方式中，提醒守住发动机安全底线在航

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就可能造成灾难性民航事故。我们做人做事

同样也要遵循原则、守住底线，要有道德意识、法律意识，遵守行业的标准、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做航线维护就要心怀敬畏。如果大家都不忘初心，敬畏职业，内外兼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

成为有理想、有底线、有原则、有责任的人，能堪当重任的人。 

4. 结语 

当前，《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教学已不单单是要教会学生有关知识和技能，更要通过合理

引导，让学生全面认识新时代民航强国，强化当代民航精神，让学生积极对待人生和社会，发自内心地

产生精神和思想动力，进而提升自己的育德意识与育德能力。这是《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思政

建设的出发点，也是《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课程思政建设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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