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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课程思政旨在将思政教育融入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之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的教育

理念与形式，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其目前正被广泛地应用于职业教育之

中。如何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落实思政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教学目标，已经成为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文章简要概述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与提，分析当下机电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

的建设路径，期望能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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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im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so as to conduct subt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for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has become a necessary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ly, it is widely applied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 to impl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 integ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specialty courses,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es specific construction paths,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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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应当深化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各学科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

促进立德树人教学目标的实现。高职机电类人才是推动国家创新发展，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还

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文章对机电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对于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提高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意义重大。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政策导向

基于国家出台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文件的要求，各大高校已经对课程

思政建设展开积极探索。如何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

育既是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响应，也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端人才的必然途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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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需求

现阶段，中国工业和中国智能制造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时

期，社会对于德才兼备的过程技术人才需求迫切。高职院校机电

类专业作为培养机电工程技术人员的关键阵地，对于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但是，在传统教育

连与模式下，教师终于重视对学生的理论教学，忽视了学生思政

素养的培养。整体而言，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对接制造业如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需要强化学生的工匠精神、安

全生产意识、创新能力、环保理念及产业报国情怀，以适应“中

国智造2025”对人才的综合要求。

（三）学生发展

课程思政是一种将思政教育模式融入专业教学实践的教育理

念与方式，这种教学方式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学之间

各自为政的壁垒，增强了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能够让学

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 [3]。另外，高职院

校学生普遍实践能力强但理论基础较薄弱，通过课程思政引导其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弥补“重技能、

轻素养”的培养偏差，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机电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挖掘

机电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结合机电类专业核心课程，

如《机械设计基础》《电工电子技术》《数控加工技术》《工业机

器人应用》等提炼思政元素，具体分析如下：

（一）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

工匠精神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大国工

匠、能工巧匠的重要阵地，坚定不移地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落地落实，坚持不懈地弘扬工匠精神是高职院校矢志不渝的追

求 [4]。机电类专业主要培养工程技术领域的技能型人才，其专业

人才工匠精神的培养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能力更有

利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匠精神涵盖爱岗敬业、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一丝不苟等内容，因此，教师应当结合专业人

才培养要求，有目的性地挖掘机电类专业课程思政蕴含的育人

元素 [5]。例如，在《机械制造工艺》教师可以引入徐立平、王树

军等人的事迹作为案例，培养学生精益求精、执着认真的工作

态度；在《数控编程》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渗透“质量强

国”意识，促使学生在实操过程中严守操作规范，形成一丝不

苟、严谨认真的工作习惯。

（二） 创新思维与科技报国

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

养能够肩负起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人才的重任。创新思维的培养

是职业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内容，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与社会

稳步前进的核心要素 [6]。教师通过机电类专业课程中挖掘思政元

素，通过案例分析、小组合作等多元化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

促进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还能培养学生的科学

精神、社会责任感等 [7]。例如，在《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创新成就，如盾构

机、航空发动机的名号。并与国外的相关技术进行对比，激发学

生立志解决我国“卡脖子”技术难题的使命感，让学生坚定科技

报国的远大志向；在《新能源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融入

““双碳”目标”，引导学生关注绿色制造、可持续发展，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

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文化自信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

发展的基石。推动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的融合，有利于为思政教

育提供文化厚度与实践范式，让学生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

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8]。高职机电类专业课程内容蕴含

着丰富的思政教育，教师可以对此深入挖掘，培养学生的文化认

同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实现全面发展。以《机械制图》课

程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古代机械发明，如指南

针、活字印刷术等，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传统科技的智慧，增强大

学生文化自信 [8]。在《工业设计》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

合国产品牌，如大疆、华为等，向学生传递民族品牌崛起的奋斗

精神，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四）团队协作与安全生产

团队协作与思政素养的培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团队

协作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与理解，这些要素与思政素养中社

会责任感、道德情操等要素相对应，团队中的成员只有具备一定

的道德观念、责任感等彼此之间才能建立起信任，从而推动合

作任务的顺利开展，而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有

序 [9]。例如，在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实训课程中，如机电设备装

调、PLC控制系统设计等课程中，教师可以以小组为单位的形

式，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强化学生的重任意识，并引导学生奉

行“安全第一”的原则展开活动。

三、“三位一体”课程思政建设模式的构建路径

（一）重构课程体系，深度融合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

自课程思政建设理念提出以来，各大高校积极探索课程思政

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如何构建专业课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

体系已经成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课题 [10]。对此，高职

院校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重构课程体系，深度融合思政元

素与专业内容。其一，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高职院校应当将课程

思政纳入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机电类专业各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

培养目标 [11]。以《液压与气压传动》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在教学

目标的设定突出“节能降耗”的教学目标，在《电气控制技术》

教学目标的设定中，明确学生安全生产规范的教育，提高学生的

安全意识。其二，开发思政案例库。高职院校可以结合行业发展

前沿、企业真实项目、课程内容等，编写包含技术难点、职业伦

理、社会责任的教学案例，形成“一课程一案例集”。其三，教

材与资源建设。学校应当统筹规划，避免重复。机电类专业系列

教材内容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中涉及的思政内容也会有相同的

部分，引导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结合专业课程特点、教

学安排等对思政内容进行整合与规划，将其有侧重地融入教材之

中 [12]。另外思政要素虽然在专业课程中涉及面比较广，但是其没

有专业课知识具有很强的体系性，因此，可以在教材中增设“思

政微专栏”“专题研讨”等板块，在保证专业教材的专业性不减的

情况下，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有机融合，让学生接受思政内容

的熏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当通过制作思政微课视频并借

助 MOOC、学习通等平台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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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教学模式，增强思政育人效果

1. 情境化教学

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应当创新教学方法，运用情境化的

教学方式让课堂焕发新的生机。教师可以通过创设问题情境、生

活情境以及虚拟情境等多元化情景模式，从而达到内化学生思想

价值，增强思政育人效果的目的 [13]。例如，在高职机电类专业实

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 VR或者 AR技术，为学生带来直

观性、互动性的学习体验，通过模拟企业生产场景，强化学生的

职业规范意识。同时教师也可以在实训车间设置“工匠精神文化

墙”，展示行业标兵事迹等。

2. 项目化学习

项目化学习方式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驱动，能够将理

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是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载

体 [14]。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项目化教学方式更加侧重于对

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在高职院校机电专业教学实践

中，教师可以结合“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等安排，让学生在制

作项目方案的过程中，要体现环保理念，并且要控制项目成本；

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调研工作，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

过程中以“红色科技”调研为主题，让学生调研本地制造业的优

秀企业发展案例，并撰写实践报告。

3. 跨界融合教学

思政课程是系统性地进行思政教育的课程，也是大学生思政

教育的主渠道，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协同共进已经成为高职院

校思政工作破局的关键 [15]。因此，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专任教师

可以联合思政教师开发“机电 +思政”专题课程或者邀请合作企

业的工程师授课，以他们自身的工作经验、精神风貌影响学生。

（三）完善评价体系，健全保障机制

1. 多元评价体系

首先，应当构建清晰的考核目标，将薛恒的工匠谨慎、职业

素养、创新能力等作为考核评价指标，突出学生对于思政元素的

把握。其次，教师应当建立综合的评价细则，对团队精神、实践

环节、沟通能力等综合能力进行考核。同时还要引入企业评价，

通过顶岗实习报告、师傅评语等记录学生的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

感。再者，要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注重

对学生阶段性成长的考察。例如，在《机械加工实训》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将学生的团队合作表现、工具整理规范以及安全事

故应急处理等纳入成绩评定。最后，要畅通师生实施效果反馈渠

道。对此，一是要定期举行校内师生、校外专家思政教育落实座

谈会，对实践中的问题难点进行汇总，针对教师反映的难点与不

足，组织专家教师队伍展开探讨。而是，要对学生专业课程思政

教育的理解程度以及把握程度通过问卷调研、实地访谈等形式展

开调研，共同促进师生的成长。

2. 教师能力提升

课程思政理念下，专业课思政育人能力的发挥与专业课教师

自身的思政素养与能力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高职院校机电类

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需要加强对教师思政素养以及思政教育能力

的强化。例如，学校可以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工作坊”，组

织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挖掘一线生产中的思政元素；组织参与课

程思政专项教研课题，鼓励教师发表相关论文。

3. 校企协同育人

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办学的基本模式，也是思政教育创新与

实践的基础。加强与改进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企业与学校都

应当承担起责任，将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落实贯穿到校企合作的全过程中。具体而言，高校与企业可以合

作共建“思政实践基地”（如智能制造产业园、红色企业文化馆），

开展“企业开放日”“劳模进课堂”活动；在订单班、现代学徒

制培养中，将企业价值观与课程思政目标对接，形成“学校 +企

业”双元思政育人格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学生全面发展角度来看，还是课程教学

改革的角度来看，专业水平的发展与精神层面提高是相辅相成

的。现阶段，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推动职业院校思政教育事业

发展，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应当围绕专业特点以及教学内容展开，用潜移默化的方

式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同频发展，培养有理想、懂技术、

敢担当、讲奉献的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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