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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维修工程管理》课程思政教育需求，分析课程内容中可融入的思政要素，从民航发展及民航

维修发展历程中，挖掘“伟大的中国梦”的民族自信；从适航法规在维修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体现维修工

作中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准则；从航空维修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引申到自身社会责任感

等教育元素，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验证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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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ed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Maintenance Engi-
neering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can be inte-
grated into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aps the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of “great Chinese dream”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and civil aviation maintenance; From the legal stat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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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worthiness regulations in the maintenance process, it reflect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life first, 
safety first” in the maintenance work; From the influence of human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avia-
tion maintenance to educ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their own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ef-
fectiveness is verified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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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 2014 年提出的，以构建全院、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2016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讲好“课程思政”，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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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必须树立“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的理念，培养知行合一、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2]。思

想政治素质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校的专业课程也需要逐渐树立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3]。 
《维修工程管理》课程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是航空维修工作的源头[4] [5]。随着航空业的发展，

航空维修应安全运行的需求也需要提高水平，维修工程管理和适航法规的理解与应用水平都直接影响飞

机的维修质量、成本和效率。尤其是随着民航强国的建设，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实施开展，对维修人才的

培养也更趋国际化、标准化。 
《维修工程管理》是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必修专业课程，是对学生将来工作的全面梳理。电子

信息专业的毕业生 70%以上将进入民航业从事航空维修工作，而航空安全又和维修息息相关，在进入工

作岗位之前，在课堂中，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让学生树立安全第一，

生命至上的思想，提高职业自豪感等，为将来的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 

2. 《维修工程管理》课程对专业的支撑作用 

《维修工程管理》课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课程，内容涉及到管理学、系统工程学、维修理论、飞机

系统等各个学科，课程旨在通过授课帮助学生了解航空运营人工程管理的历史背景和法律依据，帮助学

生梳理和掌握维修工程管理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建立民机持续适航的相关概念。在对航空器维修与排故

的过程中，由不同学科背景的多人组成团队，需要协同工作，要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出现的故障，

恢复飞机运行可靠性。在整个过程中，对工程人员的职业操守和能力也将是一个考验与评估的过程，对

人才的培养质量要求显著提高。 
本课程对专业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本课程具备数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知识，能够将其理论和方法应用到航空电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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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够基于航空电子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与决策，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承担、履行相关责

任，了解和分析国内和国际航空产业的发展环境与态势； 
3) 能使学生达到以航空为核心的毕业要求：让学生对机务维修专业属性、维修执照和职业规划有清

晰的了解；让学生理解航空器及相关系统的维修规章；介绍航空安全的评估及人为因素对安全的影响；

通过讨论航空法、航空法规、劳动法等国内及国际法律，让学生认识到航空运营规章及人为因素等问题

的影响。 
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维修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和思想教育相结合，既增强学生对专业知识

的认识和深入思考，也潜移默化的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职业素养、优秀的精神品格，是对航空维修事业

的有力促进。 

3. 《维修工程管理》课程的思政结合点 

《维修工程管理》的知识点主要包括： 
1) 民用航空维修的发展历史，航空维修管理的组成，航空器适航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2) 传统维修思想和现代维修思想的区别，MSG 原理的发展历程、MSG-2 和 MSG-3 原理及逻辑决断

过程以及对重要项目的逻辑决断方法； 
3) 适航法规的发展历程及各类法规的适用性和之间的联系； 
4) 维修大纲的建立流程及其修订的闭环过程和 MRBR、MPD 和维修方案之间的联系； 
5) 人为因素的基本概念及人为因素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上述部分的课堂讲授，学生应该能更好地了解民航电子工程师、机务维修工程师，可以掌握

民航企业机务维修过程中与维修相关的管理方法及管理文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民用航空器适航审定法

规体系、适航审定管理体系等至关重要的内容。 
基于上述教学内容，从中选取了三个知识模块：民用航空维修的发展历史、适航法规的发展历程与

人为因素。在其中分别加入相应的思政元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民航的工匠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的重要批示精神等，还可以加入与国家、时政和行业发展、“民航安全”

相关的内容。 

4. 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思政建设过程中，采用 Bb 平台、钉钉会议、腾讯会议、mooc 平台等网络教学辅助手段，实现线

上线下一体的教学过程，并建立相关案例或教学思政资源素材库。 
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并分组讨论，撰写课程思考论文，并将这些项目加入到课程的最终考核过程

中，降低期末考试比例，增加平时互动、讨论及思考的分数比例。 
《维修工程管理》课程的思政资源主要由著名人物的奋斗事迹、与国家强盛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或

者时政要闻或者视频、与维修工程管理技术发展相关的人文教育等。当然，思政资源也不局限于这三类。

教师的生活经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感动、美好瞬间，甚至于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点亮学生热爱生活的

素材。所以，需要从丰富的思政资源中，深入挖掘、不断收集和整理成上课能够用到的思政素材，构建

多维度、开放性的《维修工程管理》思政素材库。另外，根据学生的反馈，修改思政素材。综上所述，

《维修工程管理》课程思政融入情况如表 1 所示。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虽然《维修工程管理》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但是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让

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而不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增加民族自豪感，

增强学生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将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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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表 1. 《维修工程管理》思政融入 

素材类型 素材设计的内容 通过加入素材，可以实现的教学改革目标 

人物 鼓励人发奋图强的著名及 
普通人物的事迹 

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奉献自我的精神， 
增强学生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时政 涉及到机务维修行业发展、 
国家发展相关的时政要闻 

培养学生爱国爱党热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增加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人文教育 涉及到机务维修技术相关的社会发展 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 

其他 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培养学生热爱生活、认真学习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5. 结论 

《维修工程管理》是涉及民航适航法规和维修的一门专业性强、学科交叉复杂，但对未来民航维修

工程师极为重要的一门课程，从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将这些元素更好地融入到知识传递过程中也是一

项需要投入大量智慧和精力的工作。在学校层面推行“课程思政”的长效机制背景下，结合“三全育人”

工作，本课程从课程取长补短，与其他课程教师一起共同探讨，吸取更多灵感，挖掘更多的思政点，促

进课程思政育人工作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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