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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工作应当体现其军事特色和政治属性。着眼新时代“四有”军人标准，先讨论了军队

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工作开展的思路与方法，再以《流体力学与泵》课程为例，给出了军队特色专业课程

思政工作的总体构想，最后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体会，列举了部分课程思政实践的具体步骤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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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military academies should embody its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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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attributes. Looking at the new era of “four haves” military standar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a and method for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the army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are discussed firstly, then taking the course of fluid mechanics and the pump as an example,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with army characteristic is proposed, fi-
nally, combined with author’s own teaching practice, some specific steps and examples for this 
course education practice are l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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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工作承担着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教员在遵

循教书育人规律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军队院校学员的军事特色和政治属性。因此，军队院校的课程思

政工作不仅要做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还要体现新时代军队特色。具体来说各专业课程不仅要守好各

自的“一段渠”，种好各自的“责任田”，还要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四有”军人[1] [2]。 
从掌握的文献来看，对于专业课程思政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课程思政的定义、内涵、实现途径、

体系构建方法等已大致形成共识。比较典型的有：王蓉等对课程思政视角的专业课教学模式改革进行了

深入探讨[3]；杨茹对“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路径进行了探究与实践[4]；周草对高职院校实

践育人体系构建进行了探究[5]；王进在“课程思政”视角下对《军事理论》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构

建[6]等。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成果大都基于地方高校的专业课程教育过程，针对军队院校开展的相关研

究还十分少见。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工作关系到军队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必须深入研究军队特色课程

思政有关理论，拓展军队院校课程思政的广度和深度，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培养党和人民放心的接棒人。 
本文拟先讨论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工作开展的思路与方法，再以《流体力学与泵》课程为例，给

出军队特色专业课程思政工作的总体构想，最后结合作者自身教学体会，列举部分课程思政实践的具体

案例。 

2. 军队特色课程思政工作开展的思路和方法 

对军队院校的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积极推动思政课程工作走实走深，另一方面

应结合军队院校自身的特色和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全方位开展专业课程的思政工作。这就要求在专业

课程的育人过程中，要体现新时代军队特色，即一要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有灵魂)，二要锻造扎实的专业技

能素养(有本事)，三要张扬青年学员的血性虎气(有血性)，四要培养良好的品质修养(有品德)。 
因此，军队院校专业课程的思政工作，应在充分考虑军队院校性质和属性、军校学员成长成才的特

点、教书育人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该课程的思政元素、构建该课程军队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

研究和探索该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和方法，并付诸实践。最终与思政课程教育过程相协同，形成同向同

行的合力的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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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体力学与泵》军队特色课程思政工作总体构想 

《流体力学与泵》军队特色课程思政可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流体力学

与泵》课程思政工作进行探索和实践。具体来说，首先对《流体力学与泵》课程各章节内容的思政元素

进行深入挖掘，然后对挖掘出的思政元素进行归类分析，构建出本课程军队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同时

分析各思政元素的特征并研究与之匹配的教学模式，最终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去，实现课程教

学“三全育人”的目标。 

4. 《流体力学与泵》军队特色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根据上文军队特色课程思政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现以作者承担的《流体力学与泵》课程教学任务为

例，给出军队特色课程思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具体过程。 

4.1. 挖掘《流体力学与泵》课程思政元素 

主要参照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标准、课程科学人文素养目标等，

对课程各章内容进行梳理，全面系统地挖掘出课程的思政元素。 

4.2. 构建军队特色课程思政体系 

对各章挖掘出的思政元素进行归类分析，围绕各章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目标，对挖掘出的思政元素

进行分类，最终以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标准为参照构建出具有军队特色的《流体力学与泵》课程思

政体系。该思政体系由章节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目标、思政元素类别及“四有”革命军人思政体系构成。

其中，课程思政目标包括：① 激发强国强军热情，树立在专业岗位上建功立业的信念；② 培养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军队的情怀；③ 增强专业归属感、专业使命感、军人使命感；④ 培养严密的逻辑

推理能力、科学的问题解决方法；⑤ 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⑥ 敢于向困难亮剑、压倒困

难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信心；⑦ 激发爱岗敬业的热情；⑧ 诚信做人、遵纪守法、令行禁止；⑨ 良好的

学习习惯、勇攀高峰的勇气、克服困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等 9 个方面。上述 9 个方面的思政目标又

分别对应，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专业使命、科学素养、专业技能、血性虎气、职业操守、品德修养、

个人品质等 9 个思政元素类别。具体构建的课程思政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ilitary characteristic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Fluid Mechanics and Pumps 
图 1. 《流体力学与泵》军队特色课程思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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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案例 

《流体力学与泵》课程共包括 8 章内容，分别是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及作用在

流体上的力、第三章流体静力学、第四章流体运动学基础、第五章管流阻力及能量损失、第六章管道恒

定流及孔口管嘴出流计算、第七章管道水击和第八章离心泵。 
针对上述八章课程内容，分别按思政体系、思政元素类别、思政目标、对应教学内容挖掘梳理思政

元素，即按照图 4 中的层级由下至上构建。限于篇幅，在此仅以第五章思政体系构建过程加以说明，具

体构建的思政体系如表 1 所示。有理想模块下，设置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专业使命 3 个思政元素类别，

其思政目标分别为：① 激发强国强军热情，树立在专业岗位上建功立业的信念；② 培养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军队的情怀；③ 增强专业归属感、专业使命感、军人使命感。对应的思政教学内容分别为：

① 流体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介；② 流体流动阻力与航空航天、我国天宫与探月工程；③ 管流阻力与

能量损失在军用油库设计中应用介绍、军用输油管线与泵站、北大“学神”韦东奕与流体力学。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模块的设置情况不在一一赘述，见表 1 所示。 
 
Table 1. Exampl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military characteristic in 
Chapter 5 of Fluid Mechanics and Pumps 
表 1.《流体力学与泵》第五章军队特色课程思政体系构建过程示例 

所属

思政

模块 
有理想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 

思政

元素

类别 
理想信念 爱国情怀 专业使命 科学素养 专业技能 血性虎气 职业操守 品德修养 个人品质 

思政

目标 

激发强国强

军热情，树

立在专业岗

位上建功立

业的信念 

培养热爱

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

军队的情

怀 

增强专业归

属感、专业

使命感、军

人使命感 

培 养 严 密

的 逻 辑 推

理能力、科

学 的 问 题

解决方法 

扎实的专

业知识、

过硬的专

业技能 

敢于向困难

亮剑、压倒

困 难 的 精

神、学以致

用的信心 

激发爱岗

敬业的热

情 

诚信做人、

遵纪守法、

令行禁止 

良好的学习

习惯、勇攀高

峰的勇气、克

服困难不达

目的不罢休

的执着 

第五

章思

政元

素对

应的

教学

内容 

1. 流体力学

国家重点实

验室简介 

1. 流体流

动阻力与

航空航天 
2. 我国天

宫与探月

工程 

1. 管 流 阻

力与能量损

失在军用油

库设计中应

用介绍 
2. 军 用 输

油管线与泵

站 
3. 北 大

“学神”韦

东奕与流体

力学 

1. 流体流

动 两 种 流

态 发 现 与

研究过程 
2. 研究紊

流 的 基 本

数学方法 
3. 实验数

据 的 分 析

与 规 律 归

纳能力 
4. 管流水

头 损 失 的

测量方法 

1. 管流阻

力及能量

损失的产

生原因及

分类 
2. 圆管层

流及紊流

相关理论 
3. 各种管

道沿程及

局部损失

的计算 

1. 本 章 知

识难点的突

破 
2. 本 章 知

识的具体应

用 
3. 探 月 工

程中杨利伟

返回舱着陆

过程 

1. 管流阻

力及能量

损失相关

知识在油

库站设计

中的应用 

1. 课堂纪

律要求 
2. 课堂秩

序的管理 

1. 独立完成

课程作业 
2. 课 前 预

习、课后复习

良好学习习

惯 
3. 雷诺、普

朗特、克列布

鲁克相关小

故事 

 
上述两章思政元素对应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的及教学方法和模式包括但不限于案例

教学法、混合式教学法、情景再现法、自主探索法等。图 2~5 是作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实施思政教育的

部分课件截图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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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军队院校的专业课程思政工作应充分发挥军队自身的政治优势，不仅要做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还应体现新时代军队院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即各专业课程守好“一段渠”，种好各自“责任田”的同时，

力争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军人。具体到一门专业课程，

应充分挖掘课程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思政元素，在分析归类思政元素类别的基础上，着眼新时代“四有”

军人的标准，构建相应的“四有”思政体系。 
 

 
Figure 2. Introduction of flow resistance and Gela pipelines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method) 
图 2. 流动阻力与格拉管线介绍(自主探索法) 

 

 
Figure 3. Fluid flow resistance in lunar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Scenario reconstruction method) 
图 3. 探月工程流体流动阻力(情景再现法) 

 

 
Figure 4. Fluid flow stability and Internet celebrity Wei 
Dongyi (Case teaching method) 
图 4. 流体流动稳定性与网红韦东奕(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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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tudent lectures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 
hybrid teaching method) 
图 5. 学员讲课(自主探索 + 混合式教学法) 

 
需要说明的是课程思政工作的内涵和形式十分丰富，本文给出的课程思政工作开展的思路和方法，

以及《流体力学与泵》课程思政工作实践案例，仅是作者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的一点粗线思考和体会，而

非军队院校课程思政工作的范式，仅供各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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