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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众多工科院校中的传统专业，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一贯强调学生自然科学

理论，操作技能专长方面的教学，往往忽视了课程思政教学。通过分析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课程思政现状，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工程教育认证中对于学生毕业能力的要求，通过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来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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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是工科院校机械类

专业的必修课程，包括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互换性与公差配合等专业核心基础课程。主要培养面向现

代化建设需要，适应 21 世纪装备制造等行业发展，具备

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全面发展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工程实

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是国家工业发展、国家“智能制造 2025”重大战略实施

的核心力量，作为工科中的“工科”，强调其专业基础、

实践动手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国家重要的岗位上需要的

不仅仅是能力强的人，更需要的是德行高尚、德才兼备的

人。因此，正确的爱国情怀、职业操守、人文价值观、奉

献精神等德育方面的培养对于机械专业学生来说显得尤为

重要。

一、机械类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现状
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类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高校习

惯性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和专业课人为割裂开来，认为课

程思政的工作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的任务，与专业课

教师没啥关系。对专业课的教学大纲、教学评价中往往重

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考核，以机械专业为例，实验考核、

试卷考核强调的是学生三维造型设计能力、二位工程制图

能力、车铣刨磨等机械加工能力等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能

力，而对学生的精神世界、政治思想教育重视不够，缺乏

切实的制度规定和保障措施，阻碍了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课

堂教学中进行课堂思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专业课教师

在教学工作中，普遍侧重的是知识方法技能的传授，而对

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思想、正确的三观、团结协作的精

神等则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外，有一部分专业课教

师逐渐意识到“课程思政”的意义和自身作为“教师传道”

的首要责任，但是苦于自身德育能力不强，没有想明白课

程思政怎么与专业课教学结合，如何在课堂上自然而然地

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等这些问题。同时苦于身边的思政队伍

力量薄弱，不知道向谁请教。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工科机

械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发挥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机械类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我校机械专业正着手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申报工作。众

所周知，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提出了工科生的 12 条毕

业要求，包括“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设计 / 开发解

决方案、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项目管理、终身学习”等，其中

很多条已不是知识技术技能层面上的能力要求，而是涉及

个人精神世界和综合素质层面。例如工程与社会、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等等。这些素质能

力不能仅靠思想政治课来培养达成，而是需要通过各门专

业课程的教学，春风化雨般直达学生心田，逐渐达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因此，作为机械专业课教师，在课堂上开

展思政教育不仅仅是在当前大环境下响应党中央、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号召，而是来自专业本身的顺应国际标准、

与时俱进的内在需求。

三、机械类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方法
机械类本科专业学生对于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本来

就积极性不高，对于理论知识比较深的专业课也是学得似

懂非懂，现在还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课程思政方面走在了全国高

校前列，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课程思政教育工作者。我校

为此专程请来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张智强教授，给我们带

来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教学》的演讲报告，并且组织全

校任课老师与张教授展开了积极深入的交流讨论。

张教授认为，教授学生本领手艺很重要，教授学生德

艺更重要。学生会一门手艺本领之前，首先得先明白为什

么学这门技术手艺？学了这门手艺的意义是什么？学这门

手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可以用在哪里？不可以

用在哪里？解惑授业的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百度，

一个教书匠、手艺人。而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

融入德育教育，则可以实现从一个讲课的人变成一位真正

的有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1. 在课堂教学目标上突出体现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的要求

应该注重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

形势和中国特色，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引导学

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譬如说讲述机械发展

历史，可以从古代的鲁班造车故事着手，重点培养学生对

祖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也可以把当今中国（下转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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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即使是考试类的题，由于整个试卷中主观题占很大

的部分，导致教师的主观性很容易影响学生的评价结果。

四、结语
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有着

自己的特殊性，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类型应该具有不同的

评价标准。现代技术促进了教育评价的发展，但由于缺乏

理论的支撑，且更多的教育评价探究是停留在具体评价方

法上，对教育评价缺乏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一个具

有院校特色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需要专业人员制定，并将

评价结果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以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发

展，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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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针对职业教育的教学评价虽然

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

1. 教学评价方式单一

教师的评价主要由教师、学生、领导和行政人员组成

的评价团队，其中行政人员对评价有着很大的影响。学生

的评价主要是代课老师主观评价、期中和期末考试决定，

单一的评价方式既不能反映教师的综合水平，也不能反映

学生的学习效果。

2. 教学目标不清晰

不同类型学校、不同专业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但

由于教育评价的专业性较强、教学目标细化难度较大，导

致不同专业采取相同的评价标准。教育目标的模糊，评价

标准的不合理，使教育评价的功能大打折扣，甚至误解了

教育评价的作用。

3. 评价结果反馈不及时

测评的目标不明确，即使有明确的目标，但这个明确

的目标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考核学生、评定教学奖的依据，

而没有实际应用到促进学生发展当中，也没有能够以教学

结果的反馈促进教师技能的发展。

4. 评价主观性强

学生的评价主要依赖于教师观察或者某一专家的主观

以说明“千里之提，溃于蚁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的现实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操守，让学生明

白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进而还可以向学生强调“精益求

精”“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甘于在

平凡岗位数十年如一日干出不平凡事业的“十年磨一剑”

般的螺丝钉精神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价值意义！

四、结语
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医术，更要有崇高的医德。

同样，普通的专业课教师也是一名“医生”，我们虽然没

有讲授学生治病救人、拯救苍生的医术，但是我们仍然可

以教授学生拼搏进取、乐观向上、爱岗敬业、实干兴国、

无私奉献等一系列优秀品质、道德情操方面的知识。无论

从教师的思想认识上，还是从课程设计、教学考核与评价

上，专业课堂教学都应重视专业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机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历史使命和未来大势，

正确对待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正确对待个人价值与团结

协作，正确对待大国重器与大国工匠，正确对待默默无闻

与一举成名，让学生成为思想武装到头脑的、爱国敬业发

自肺腑的、立志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终身

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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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00页）十大国之重器“天宫、蛟龙、国产航母、

国产大飞机、高铁……”有声有色地融入课堂，用来培养

学生主人翁意识，树立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 引导学生

对国家制造装备、智能制造政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2. 在课堂教学内容上，把德育思想、价值引领融入专

业课及其实践课程系列活动

譬如讲述工业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知识时，可以结合

学生感兴趣的电影《普罗米修斯》《终结者》系列来向学

生提问：“人工智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是否能够最终替换人类的体力脑力劳动？”“当

人制造的机器具备意识时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是否是一件好

事？”“工业 4.0 时代，你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不被工

业机器人取代自己的位置？”……从而引导学生思考一些

在知识层面之上的个人价值、人生发展、人类未来等更高

层面的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使命感、价值感、哲学辩证

思维等综合素质。

3. 教学方法上要灵活运用各种形式，注意课程思政与

专业知识点的无缝对接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堂教学、微课视频、实训实验及

校企合作实践环节等手段，达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的目的，注意潜移默化地树立起学生正确的荣辱观和职业

操守。譬如在讲授机械零部件设计的细节关键点时，我们

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入各种工程事故案例：例如美国挑战者

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丰田召

回门（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均是因为一个小零件的设计失误

而造成的重大工程事故）……PPT 可以重点展示各种灾难

事故后的现场图片，给学生带来触目惊心的心灵震撼，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