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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纵横·

一、引言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等变

革性的国家战略，以创新驱动、智能转型、绿色发展为核心

的制造强国方略为高等院校实施“新工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工科”建设的核心是高质量工程人才的培养，不同类型

的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基础和优势上可能有所差异，然而思

行善政与教书育人的本质不能动摇。尤其是在开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关键之年，培养兼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工科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将成为我

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新使命；树立正确的德育理念，在授

课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成为新时

代高等院校教师教授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以外的新任务；把

握思政，树立信念，重视基础，扩展视野，强化素质，贴近

生产，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实现产学研协同育人，将成为新

时代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新目标。

二、通识教育“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传统工科依托工业生产，是将实践中的技术经验与科学

原理累积汇总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学科知识更新相对缓慢，

专业结构相对单一，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不足，虽然偏重应用

却又游离于现代工业生产之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传统

工科人才在工程教育理念与学科专业结构上，已经无法应对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爆炸和知识冲击。学生知识储备与现

代工业生产的偏离导致企业培训成本直线增加，企业因此大

幅下调工科毕业生的工资待遇，缩减聘用名额。面对较低的

薪金及较高的失业风险，大批工科学生转投金融、地产等高

薪行业，企业就此陷入“无人可招”和“招之无用”的恶性

循环。

网络文明形成的多元化思想不断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

和价值取向，传统工科人才培养注重知识性而忽视育人性，

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学生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侵蚀使部分学生产生自卑、自闭、

嫉妒、虚荣、双重人格等心理问题。虽然各个高等院校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试图用单

一课程解决学生所有的心理问题是不切实际的。部分学生对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亦缺乏足够的动力，赚取学分、

应付考试者大有人在。考虑到工科专业课的特点，改变专业

课的课堂教学方式，增加思政育人内容可能存在局限性。

通识教育课，作为一种旨在给予学生合理的知识与能力

架构，使之成为一个“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的人的教

育，其课程设置有明确的教学与育人目标。作为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通识教育一方面可以弥补专业教育导致的知识结

构单一、学科体系孤立等弊端，实现新工科“厚基础、宽口

径”的人才培养策略；另一方面可以在教学中春风化雨般融

入思政理念，让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培养学生形

成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自觉担当，敢于作为。

三、通识教育“课程思政”的教改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可以在帮助学生拓展专业知识、增强学科

见识的同时修炼政治内功和人文智慧，是天然的“课程思

政”建设排头兵和主力军，是探索高等院校“新工科”人才

培养的优良载体。课程建设有其规律性和科学性，不成体

系、零敲碎打的“课程思政”方案无法有效实现育人目的。

通过研究教育部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可以发现，目前“新工科课程思政”

建设并没有纳入改革项目之中，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思政建

设命题重大、任务艰巨、挑战难度大。厦门大学材料学院从

2014 年起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在“新工科”人才培

养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思政教育作为卓越工程师培养

中的重要一环，有三点举措直接借鉴。

1. 坚持课程思政，将育人与课业有机结合。工科基础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与思政内容是可以实现有机融合的，要善

于寻找切入点和落脚点。例如，厦门大学《航空航天材料概

论》通识教育课上，教师通过对中华五千年飞天探索和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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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代航天航空计划的梳理，让学生很容易地感受到华夏文明的

博大精深，深刻的体悟到祖国强大的来之不易，从而激发出

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为国家民主、文明、富强而努力奋斗

的决心。复旦大学《核技术概论》课上，教师通过讲述建国

初期中国核物理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专家钱学森等老一辈

科学家为祖国核物理事业发展突破重重阻难回归祖国怀抱的

故事，让学生学习老一辈科学家不图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

引导学生把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化为学习科技、文化、技能

的动力，将科技报国的信念深植于学生的心田。

2. 强化教师素质，用思政理念打造新时代的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课堂育人的第一责任人，对学生引导和培养富有不

可推卸之责任。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一些不良社会

思潮依托互联网平台、手机自媒体等手段操控舆论走向，网

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网络顽疾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社会现象

的正确判断。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切不可轻信舆论

谣言，需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用思政理念强化“四个自信”，

坚持“不忘初心”，向学生传播正能量，对学生存在的心理

问题进行教育和疏导。同时，加强教师自身学习和课程组学

习。学习之道，贵之以恒。不学习就会落后，没有扎实的知

识储备和宽广的时代视野，是无法应对“新工科”人才培养

的挑战。只有为人师表、立德树人，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教

育工作者。课程组作为集体智慧的摇篮，在集中备课、教学

设计、思政建设方面独具优势。通过观摩优秀教师的教学过

程，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可以提高自身教学经验、创

新教学方法，最终打造理想课堂。

3. 学生座谈，及时获取学生反馈。在校学生处于其人生

的“拔节孕穗期”，心理敏感而又爱胡思乱想，容易滋生颓

废、堕落、拜金、不负责任等负面情绪。一些学生由于远离

父母无人监督，陷入了手机、游戏等不良嗜好中；或出于攀

比之心，陷入校园贷款等泥潭；或自卑心理作祟、意气用事，

自杀新闻频出。加强学生座谈、及时了解学生心理是学生工

作的重要环节。通过课堂学习和课后反馈的方式，一方面能

够了解学生课堂学习效果，检验教学目标的完成度，从而更

加有效地改进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可以疏导学生情绪，巧妙

地将爱国志、报国心、强国梦融入座谈中，通过面对面的积

极交流，将科学文化与人生哲学知识潜移默化的灌输给学生，

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

四、通识教育“课程思政”的创新实践

依托通识教育实现“新工科”人才思政建设是可行之举，

以厦门大学《航空航天材料概论》通识教育课为例，其课程

思政的创新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一般通识教育课相比，《航空

航天材料概论》的学生满意度很高。其原因一方面与教学方

法有关：如讲授的层次性上遵循“故事—现象—解释—应用”

的讲解策略，注重实例选取的典型性和趣味性，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在授课过程中尽量增加互动环节，引导学生快

速进入课堂教学过程；设置提问环节（开场设置悬念，课中

点名问答、自由问答），在重点和难点问题上留出学生思考

和讨论时间，给出思考题作为课后作业等。另一方面则与思

政育人的授课形式有关：如讲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领导下的

飞天探索（长征运载火箭、卫星、神舟飞船、探月工程），

使学生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有全面的了解；讲解厦门

大学航空系的“前世与今生”，培养学生爱国爱校的人文情

怀；介绍我国大科学装置：如上海光源（SSRF）、东莞散

裂中子源（CSNS）等，分析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

振宁先生为何反对我国建立大型强子对撞机等。让学生树立

民族自信，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

努力的理想。

2. 提高学生互动性和参与度。为了提高学生课堂的互动

性与参与度，实施 4 学时的翻转课堂实验。首先，组织学生

建立 5 人团队，进行团队模拟生存游戏，学习有限资源下如

何分配团队资源实现自救，通过自荐团队领袖的方式提高学

生参与度，让学生在团队配合中学习信任、分享、尊重、互

助的团队精神，最后与其他团队分享游戏感受。其次，建立

微信互动群，及时反馈课上学习效果，以学生实际接受能力

反向调整课堂学习进度，督促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及课后阅读。

再次，随堂发放最新研究文献，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积极

的讨论，最后做出总结，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理念，坚定实业

报国信念，为中国实体制造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3. 走出校园看世界，校企合作促发展。道不可坐论，德

不可空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核心是解决工业生产中涉

及的工程技术问题，因此《航空航天材料概论》在课程设置

上实施了 4 学时的企业走访。通过走进太古飞机维修中心，

从材料、制造、维修、装配、运输等工业生产活动中梳理《航

天航空材料概论》课程讲述的知识点；接受企业维修师的安

全与生产教育，学习企业生产管理经验；参观模拟舱及飞机

拆解部件，体验飞机维修工作，将“打造以实践能力养成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为核心的创新性人才”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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