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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教学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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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实施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是提升学生道德素养、引导树立正确价

值观形成的重要路径。以智能制造类专业“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为例，从课程建设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思政

案例库三方面探讨了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思政改革，创新课程思政“五步教研法”，融合专业特色优化顶层设计，

通过“一体五步六环”组织实施课堂教学。结果表明，教学过程通过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匹配融会贯通，能够较好

地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素养，教学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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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nexorable	requirement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	 and	 fostering	 virtue.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enhance	students'	moral	accomplishment	and	guide	 the	

formation	of	correct	values.	Taking	 the	 "CNC	Machining	Center	Programming	and	Operation"	course	

in	smart	manufactu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course	 from	 three	aspects:	 course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talent	 training	model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studies.	We	 innovate	 the	 "five-step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egrat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optimize	top-level	design,	and	organize	

and	 implement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the	 "one	 integrated	 system,	 five	 steps,	 and	 six	 links"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	achieving	significant	teaching	results.	

Keywords :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NC machining  center  programming  and operation; 

five-step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 one integrated system, five steps, and six links

基金项目：2022年度浙江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张芹（1988—），女，汉族，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从事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教育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 [1]，是提升学生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路径［2-4］。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把思想政治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5-7］。“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要求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体教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的原则，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挖掘课程中隐含

的思政元素，精选高契合度的思政案例和育人资源，通过画龙点睛式、专题式等方法潜移默化地融入课程技术要点的学习过程 [4-5]。

“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是高职院校智能制造类专业的实践性较强的一门专业核心必修课程。结合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布

局，解读我国产业发展的趋势，加强学生对强国有我的认可，引导学生弘扬中国精神、构筑中国力量 [8-10]。本文从课程建设目标、人才

培养模式、思政案例库三方面入手，构建“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思政的基本框架。论述育人目标确定、思政元素挖掘、思政案例

匹配、思政教学实施、内化效果评思五步实施路径，将“四精神、四意识”融入课程教学中，激发学生技能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品质。

一、“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教学内容建设	

（一）重塑“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以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例，从专业属性出发，以培养理论

扎实、技艺精湛的高素质人才为标准。结合地方技能型职教定位

和大一新生的特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与使命担当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教学

目标简要描述如图1所示。引导学生熟悉该领域前沿技术，了解

数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当前数控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应用情况，拓宽国际化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弘扬工匠精

神，培育更多新工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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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凝练“四精神四意识”课程思政

主线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过程普遍存在的“职业与敬业”“认同与践

行”“爱国与报国”之间的落差，导致育人效果不理想。究其原因在

于思政元素未能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为破解这一难题，提升思政育

人功效，专业以“强化师能、突出技能、激励创新意识”为核心，提

出知能深入、技能渗入、德能内生“三能聚合”，同时自然融入工匠

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职业精神、安全意识、效率意识、规范

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德育元素，形成“三能聚合，德技双修”的人才培

养模式。基于人才培养模式，修订课程的教学大纲，形成以知能为核心，

德能、技能为两翼，“四精神四意识”思政主线贯穿始终的育人思路。

（三）重构课程内容，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

思政元素的挖掘是重构“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专业育

人价值的第一步，依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按照“理想使命、安

全规范意识、辩证唯物主义观、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工匠精

神”六个方面挖掘思政元素，构建学科前沿、典型模范、工程实

际三大模块思政案例库。

（1）学科前沿思政案例库

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中包含高速加工、难加工材料和难

加工结构的制造工艺等与学科前沿密切相关的知识，我国一直都

受到国外的技术封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结合国家制造领

域重大重点工程，如“华中”系列数控机床研发人员坚持创新，

潜心攻关核心技术，成功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通过列举

典型案例和成就融入课堂教学，保证学生在掌握课堂基础知识的

前提下，引导学生正视问题，正确认识存在差距，潜心学习，尊

重科学和技术，拓宽学术视野，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国家建设

中，从而诱发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

（2）典型模范案例

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课程要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将与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知

识点相关的典型模范案例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此来培养学生踏

实务实、刻苦钻研、勤思多问等优秀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例如，介绍大国工匠鲁宏勋给创新的导弹装上“眼睛”，大

国工匠高风林破解航天焊接二十载难题，全国劳动模范洪家光攻

克金刚石滚轮成型面加工世界难题等工程实践事迹，加深学生对

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和创新意识。

（3）工程实际案例

“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中涉及零件图的绘制、程序的编写、

工艺参数的选择，这些除了要遵守行业的规范和标准外还需要理论联

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从正反两个方面选取案例。如分析工件加工质量

时，引入李会东事迹，强调实践操作过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如由于责任缺失、忽略细节造成的天津港和盐城响水的爆炸事故。

通过实际工程案例培养职业精神，使学生养成规范意识和安全意识。

二、“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	

（一）课程思政五步教研法

针对课程思政建设过程存在的学生“知与不知、认知与认

同、认同与践行”等的问题，课程组确定“育人目标确定—思政

元素挖掘—思政案例匹配—思政教学实施—内化效果评思”的思

政建设思路，提出“望—闻—问—切—访”五步教研法，解决

课程思政“融什么、怎么融、融合效果好不好”的问题。

（1）望：瞄准育人目标。

勾勒智能制造视域下思政育人格局，结合课程项目教学特点，

从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专技工人视角出发，明晰育人目标。

（2）闻：聆听中国故事。

对照育人目标，寻找思政元素，针对学生“知与不知、认知

与认同、认同与践行”问题，利用烙印理论，深入挖掘思政元

素，建立思政案例库。

（3）问：精准思政把脉。

对学生进行观察和摸底，把握学生对不同的课程思政教学资

源的接受心理和抵触心理，进行思政案例匹配，吸引学生兴趣。

（4）切：切入思政要点。

将精选的思政案例通过专题嵌入式、隐性渗透式等形式切

入，贯穿课堂引入、技能学习及评价思考各环节，促进学生思想

认识深化、价值观念逐步提升。

（5）访：评价育人成效。通过问卷调查，使用 Likert 量表分

析学习效果，获得课程思政育人成效的验证与反馈。

根据课程思政“五步教研法”，依据“德、智、体、美、劳”五

育模型，把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传承融入各个技术要点的

学习过程，贴近专业、润物无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性和渗透性。

 > 图2 课程思政五步教研法

（二）依据“一体五步六环”组织实施课堂教学

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落实落地课程思政育人实效。按

照。落实“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建设主

体，根据课程思政“五步教研法”，课堂通过“引 - 设 - 辨 - 融 -

思 - 行”六个环节实施教学，即引入思政元素－巧设互动环节—

明辨思政精义－融合教学内容－思考内化于心－成效外化于行。

通过“课前引融→课中渗融→课后深融”逐步融入思政元素，使

学生课前在思想行动上追求“有诚、有艺”、课中在实践操作中

践行“有诚、有艺”、课后在社会服务中诠释“有诚、有艺”，

全程贯穿渗透思政教育，强化认同，激发担当，促进学生在制造

企业、课 程标准以及学情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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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战略背景下明志向、筑匠心、做匠人。全程思政、全程评

价、全程改进，教学过程六位一体，教师教学组织闭环；课前引

入思政、课中渗入思政、课后深入思政，学生素质培养闭环。

了解加工中心应用领域，激发自豪感，增强自信心

虚  中任务探究

实  中新知分析

虚  中仿真演练

实  中实操加工

虚  中成果评价

实  中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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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一体”课程思政有效路径

 > 图3  “六环节”实施课堂教学

（三）创新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构建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表1），以学生、教师、导师为

评价主体，从课程定位、课程设计、课程资源、课程方法、教学

过程、教学评价、学生参与、学生体验、发展评估、整体效果等

10个方面制定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共计包括 10个一级指标和27

个二级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得出评价权

重、评价结果，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成效，并针对具体问题给出相

应解决方案，实现思政案例库不断更新迭代，逐渐形成一套完善

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促进课程思政建设发展，实现“思政

育人有效，德育评价无形”的效果。

表 1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课程定位

（C1）

课程具有明确的思政建

设目标（C11）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C12）

课程设计

（C2）

课程思政目标具体清晰，

可评可测（C21）

注重学生问题解决等能力

的培养（C22）

思政教育元素在课程内容

中丰富程度（C23）

课程资源

（C3）

建立课程思政元素资源

案例库（C31）

思政案例与课程知识点

紧密联系程度（C32）

思政资源与时俱进，与

国家政策同步（C33）

课程方法

（C4）

建设课程质量监督体系，

并且能够柔性改进（C41）

创新课堂教学实施，强化

学生感受和体验（C42）

利用信息化技术，打造课

程思政示范课堂（C43）

教学过程

（C5）

全过程融入思政元素实

现隐性教育（C51）

课程内容是否按照教学

计划按时完成（C52）

用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团

队合作的能力（C53）

教学评价

（C6）

课程考核评价引入思政考

核评价指标（C61）

教学实施过程学生思政相

关活动参与度（C62）

学生参与

（C7）

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目

标的认可（C71）

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活动

的积极性与行为表现

（C72）

学生体验

（C8）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前后学

生态度转变（C81）

学生可评可测课程思政教

学实施物化成果（C82）

学生对自我发展的认知与

未来规划（C83）

发展评估

（C9）

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C91）

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

养满意度评价（C92）

整体效果

（C10）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等可推

广性（C10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后学生

课程满意度（ C102）

课程思政内容质量得到深

入提高（C103）

三、“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成效

为探究通过本次教学改革能否提高《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

课程教学效果，从智能制造专业群随机选取学生组建40人试点

班，选取工业机器人2101班级40名学生为对照班。针对《加工

中心编程与操作》课程内容进行重构，在试点班严格落实“一体

五步六环”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对照班实施传统教学。期末针对

试点班和对照班的思政学习效果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计发放80

份、回收80份，并且实施技能考核，结果如表2。

通过对比发现试点班学生思政成绩和技能测试成绩均显著提

高，满意度也大幅度提升。试点班学生的思政测成绩和技能测试

成绩优秀率分别为 33%、50%，显著高于对照班级的5%、25%。

依托“一体五步六环”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教学改革效果显著，

验证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也能

全方位提高了学生综合素养。

表2 学生学习效果调查

班级 思政得分 技能得分 满意度调查

对照班

90-100

80-90

70-80

60-70

<60

0%

5%

30%

45%

20%

90-100

80-90

70-80

60-70

<60

0%

25%

30%

35%

10%

非常

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20%

40%

40%

0

试点班

90-100

80-90

70-80

60-70

<60

5%

28%

42%

20%

5%

90-100

80-90

70-80

60-70

<60

10%

40%

35%

15%

0%

非常

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50%

40%

10%

0

五、结语

本文创新了“一体五步六环”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解决课程思

政“融什么、怎么融、融合效果好不好”的问题。针对《加工中心

编程与操作》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明确“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与使命担当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挖掘课程思

政元素，将思政案例有效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教学效果显著，学

生职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均显著提升，有效实现育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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