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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落实“大思政课”建设的背景下，根据高职工科专业课课程的特点，以《智能机器人》为例，从

教学设计、教学手段、教改成效等方面阐述应用情况，总结共性，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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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goal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ized courses for engineer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Intelligence Robot” as an example,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reform effect are 
stated, and its universal rule and suggestion ar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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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课程思政工作起步相对较早，最初以“课中课”模式开始实践探索。2016
年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高校掀起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2018 年学校的课程思政实践

成果《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实训课的“课中课”同向同行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学

校不断加强教法研究，从“课中课”到“三寓三式”课程思政范式不断探索和实践。近几年，学校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及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上海市《关于深入推

进上海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在当前落实“大思政课”建设的背景下，扎实全面

深入地高质量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1] [2] [3]。 
本课程为面向智能制造类的专业课程，运用成果奖的“三寓三式”课程思政范式，根据自身特点，

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中的德育元素，创新教学方法，转变教学思路，坚持将思政贯穿课程的学习过程之中，

提升专业课程价值引领，提升课程德育效能。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我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道、法、

术、器”，采用情景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将价值观、爱国主义、人文素

养等融会贯通在专业知识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4] [5] 
[6] [7] [8]。 

2. 总体设计 

《智能机器人》是我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技术与应用模块的专业课。本课

程系统的介绍了机器人设计、控制、编程和使用的理论和技术要点，包括机器人运动学，静力/动力学分

析，机器人机械系统设计，机器人的控制和机器人的应用等内容。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器人

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对机器人机械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法有初步了解，并相应的掌握一些实用编程方

法。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软技能，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表现力、想象力、协作能力、表达能力、

宽广视野和综合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本课程致力于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教学。翻转课堂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

手段，借助超星平台突破传统课堂的边界，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进行小组活动，优化学习

过程。翻转作业打破陈规，拓展课堂所学内容，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自主学

习。 

3. 应用过程 

基于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和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通过课程思政改革，解

决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教学的途径，营造

和谐教育氛围，强化专业教师的德育作用，进一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将有效改善学生的课程学习体

验，增进学生的价值认同。引导学生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从本土

和全球视野理解中华文明和历史传统，使学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对本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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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自信，自觉承担中华文明传承者的历史责任。帮助学生树立对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的正确认知，

提高人文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又能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养，为学生成

长成才与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以《智能机器人》为例，高职工科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教改应用过程从内容设计、教学手段两方面展

开。 

3.1. 内容设计 

本课程教学内容根据“课中课”提出的教育模式基础上改革，针对课程的一级知识点、二级知识点，

结合技能点，提炼出课程思政的教学指南。详见下表 1。 
 

Table 1. Course instruction guide of intelligent robot   
表 1. 智能机器人课程教学指南 

一级知识点 二级知识点 技能点 思政元素 

机器人概述 机器人的定义、机器人分类、人工智能

在机器人技术上的应用 辨别机器人 科学探索，勇于实践 

智能机器人技术 机械结构、传感器、驱动系统、控制技

术、通信技术、电源技术 
机器人结构的设计与

实现 
工匠精神，科技报国， 
奉献精神，创新精神 

服务机器人 技术分析及应用 机械搭建、控制编程 技术自强，敢为人先 

巡检机器人 关键技术 机械搭建、控制编程 社会责任，社会贡献 

智能飞行器 结构、工作原理、应用 飞行器搭建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以“人工智能在机器人技术上的应用”知识点列举说明如下： 
思政元素的“润物细无声”融入是潜移默化进行的。课程内容需要巧妙设计，科学阐述，以人类伦

理、社会关联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让学生感受人工智能在机器人技术应用的丰富魅力以及它服务

于人类的社会价值。 
结合大量视频和图片素材让学生真实感受到正在被人工智能改变的机器人技术行业形态和生活方

式。举例说明中国智能机器人的丰硕研究成果和应用如下： 
2020 年疫情期间，AI 算法大大缩短病毒基因全序列对比时间，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及时发现疑似病例

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帮助政府判断各产业、各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无人车配送维系经济社会正常运

转。 
2021 年“华智冰”虚拟机器人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知识工程研究室学习。 
2022 年冬奥会的智慧餐厅、火炬传递、开幕式全部展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

研究和制造成就。 
从“中国智造”的角度拔高“少年强则国强”的意义，是年轻学子不能忘记的历史使命。通过分析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和主流软件基础设施，介绍百度 AI、腾讯优图、华为 AI、阿里 AliGenie、科

大讯飞、清华灵云这些国家级新一代 AI 开放创新平台的人才需求状况，介绍国内代表性的工业机器人企

业从无到有的励志故事：包括沈阳新松机器人、哈尔滨博实自动化、南京埃斯顿自动化等。特别企业如

何做大做强，以百度的无人驾驶汽车从 2018 年的 Apollo (阿波罗)到 2021 年 Apollo2 代已经可以从封闭、

半封闭园区进阶扩大到开放道路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举例。号召青年学子为“中国智造”而读书，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而读书！详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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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PPT  
图 1. “思政元素”PPT 截图 

3.2. 教学手段 

在理想的世界中，每个学生都会喜欢老师上的课。他们会对每个话题感兴趣，积极主动地完成自主

学习。然而，现实因为各种原因，很多学生并非在每堂上都有主动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造了

智慧的“翻转课堂”，加强了生生、师生的关系，让学生参与和学生相关且有意义的课堂，在自己的课

堂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也就是教师教授知识的同时深入学生的内心。利用学习平台的物联网技术

跟踪、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态度、情态形成指导性评价。 
本课程采用“翻转课堂 + 翻转作业”的信息化教学手段。线上以教师布置的引导性问题为基础，充

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课堂作业以客观题为主，学生学完若干知识点后在学习

平台上当堂完成在线作业，下课前提交。机器阅卷完成后，教师第一时间收到全班作业成绩并同步反馈

到各个小组长群。作业分数由平台自动汇总，学生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和班级排名。课后翻转作业以

“PPT”“原创视频”“原创画集”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们自己组队，团队合作，下一次课以小组汇报

形式完成，见下图 2。小组汇报完毕后，教师组织“讨论”，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内化知识、强化技能。 
 

 
(a)                                     (b) 

Figure 2. Flipping the learning ((a) Students’ assignments presentation; (b) Students’ group report) 
图 2. 翻转课堂((a) 学生作业展示原创视频；(b) 学生小组汇报 PPT) 
 

学习需要浓郁且融洽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平常在屏幕上浪费了很多时间，比如追剧、看短视频、打

手机游戏等。而翻转作业让小组成员们在小组长的带领下有效完成作业，充实了课余生活。各个学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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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之间相互竞争，有利于全班的学风建设。作业展示可以激发学生极大的学习热情。教师在介绍算法时，

加一些算法的来历激励学生提高质疑精神，让学生了解国内知名的华为、小米、科沃斯、海尔等民族品

牌，在智能制造领域做出新尝试才取得的优秀成果。讲述华人科学家李飞飞从不会英语的清洁工到斯坦

福教授，再到谷歌科学家的故事激励学生们自主学习。 

3.3. 教改成效 

本课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为理念，在课程教学中少理论知识，多实践

技能，教学模式从“教”向“学”转变，学生评价方式采用多元化的评价策略，并且引入网络新技术协

助教学，融入课程思政、快乐教学、教科联动等。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在实际教学中，实验课按实

训方式进行，实现“边学边做”。课程配套实验室“机电一体化创意实验室”拥有各种慧鱼机器人、探

索者机器人、履带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和移动机器人(机器狗)等实验实训设备。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

老师们的指导，多次获得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和上海市“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金奖。 
教学相长，课程团队在上海市教学名师系主任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环节的有效设计和实施，将课程思政与

课程专业知识点、技能点相融合，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中实施价值引领，实现“三全”育人。团队负

责人获得“课中课”国家成果奖推广课题。团队核心人员在上海市高校思政课教指委高职高专分委、上

海高职高专思政课建设联盟分别获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大学数学中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工

匠精神探究”和“新时代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建构”思政专项课题等。 

4. 结论和建议 

工科课程需要与时俱进，所以其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对任课教师要求比较高。建议措施如下： 
1) 加强理论学习：教师参加国家及各地组织的各类课程思政专业培训，加强教师自身的理论学习，

提升教师的德育意识和政治理论素养，课程思政教育和价值引领能力。教师同时需要开阔学生的科技视

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2) 健全教研体系：课程团队充分冶炼加工课程思政元素，每两教学周开展 1 次教研活动和专业研讨

会，实施相互听课制度和集体备课制度，并通过在线课程学习、交流，获取课程思政改革的情况，加强

教学设计。结合课程培养目标，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程的整体教学设计。从学生需求出发精心设计教学

活动，科学规划在线学习资源，明确学习评价策略和学习激励措施。针对各模块知识点或技能点应设置

内嵌测试的作业题或讨论题，帮助学生掌握学习内容或测试学习效果。 
3) 校企合作反馈：团队教师经常走访高科技企业参观学习新技术，与企业关于人才培养等进行深入

的探讨与交流。将行业最新技术动态、最新专业发展趋势等信息，形成会议纪要及时反馈到课程建设中。

通过企业调研、系统设计、网络运行的方式，建设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对接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新职业，反映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体现行业企业参与特征，紧贴本专业相关技术领域职

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 
4) 教学科研同步：课程思政改革实践验证理论，并推动其发展，可总结经验后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

文以及教材更新建设。建设在线精品课程，可供学生及社会人员在线学习，为其提高和更新技能提供帮

助，满足个人多样化学习的需求。采用多种教学模式，包括基于“网络资源”的混合式教学和基于“翻

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课程资源，促进师生之间、教师之间、院校之间资源共享与交流，优化

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注重对教学效果的跟踪评价，实现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和教学资源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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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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