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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运输设备课程思政的实施探索

宋亚夺 梁英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2165

【摘要】课程思政建设是当前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铁道运输设备课程的角度出发，

从该课程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入手，结合课程特点，提出了做好课程思政的具体措施，研究了本课程思政元素的挖

掘及运用方法，为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其他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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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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为了使课程思政

更好的与课程对接，充分发挥其作用，教育部近期印发

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纲要》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

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纲要》从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教学体系、

建设过程、教师意识和能力、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等方

面对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方向。

1 铁道运输设备课程思政的实施意义及现状分析
铁道运输设备课程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程，主要包括了铁路机车车辆、铁路线路及战场、

铁路信号与通信等几门课程构成。通过几门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熟悉铁道运输相关设备的种类、作用和使用，为

后续专业核心课程，如《铁路调车工作》《车站工作组织》

《铁路货运组织》等打下良好基础。

根据《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该

课程的授课对象为高职一年级学生。通过将思政元素融

入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国、爱校、团结协作的精神；

引导学生加强对铁道行业的认知，树立基本的职业规范

和操守；激发学生对专业核心课程的探究兴趣。

但是，当前铁道运输设备课程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不足。

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具体要求以及实

施步骤没有清晰认识。二是对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挖

掘不够。没有根据所讲授的课程内容，结合社会热点，

深入挖掘每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有机融

入课堂教学过程中去。三是课程思政在教学各环节的设

置不合理。教师在进行课堂组织时，没有结合课程思政

进行统筹考虑，把思政元素单独罗列出来介绍，造成课

程教学环节衔接不顺畅。

2 铁道运输设备课程落实课程思政的措施

2.1 明确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

将课程思政放在铁道运输设备课程建设的重要位

置，要求专业课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组织时要树立课

程思政理念。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

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

融入课程教学设计、教学组织过程中去。此外，在日常

教研活动中应加强课程思政的探讨和运用。“课程思政”

建设的关键在教师，只有教师树立起“课程思政”的理念，

才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更多的情感投入，组织好相关

内容，将课程思政真正落在实处。

2.2 实现专业课教师的角色转换

专业课教师不仅只是单纯的传授知识，更要当好学

生的引路人，将爱国、敬业、团结、协作等社会主义传

统美德传输给学生，从实现高职教育中知识导向和价值

引领的有机结合。

2.3 发挥党建和现场兼职教师的作用

为了更好推进铁道运输设备课程思政，应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党建活动与教育教学密切关联起

来，解决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有想法没思路，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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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难组织的问题，实现两方面良性互动。如进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学习各行业先进人物的先

进事迹，开展政治学习，了解国内外热点事件，帮助老

师拓展思路，更好地组织课程思政内容。

来自一线的兼职教师，深知现场实际，在介绍铁路

运输相关设备时，能将企业要求的企业精神、职业精神

以及铁路现场的好故事和优秀人物事迹更好地融入到课

程教学中去，也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2.4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铁道运输设备课程中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充分挖

掘并进行系统梳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工作。结合

铁路行业特点全面分析课程内容，从铁路精神、职业道

德、工匠精神、传统文化、铁路文化等几方面挖掘出本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2.5 选择思政元素的融入课堂组织过程的恰当方式

在融入思政元素时要注意融入方式的选择，避免生

硬嵌入，要借助现代信息化手段、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如小视频、图片展示等进行切入，实现寓教于乐，避

免学生产生疲劳感。

3 铁道运输设备课程教学内容思政元素的挖掘
铁路运输组织的实现必须依靠各种铁路运输设备，

在铁路建设、发展、运营过程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

可以同铁路运输设备联系起来。因此针对不同的知识点，

精选思政案例，可以极大提升课程思政的成效。结合铁

路行业特点，分析铁道运输设备课程内容，可以从爱国

主义精神、铁路精神、职业道德、工匠精神、铁路文化

等几方面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

3.1 爱国主义精神

在讲解铁路线路的平纵断面及铁路道岔相关内容

时，由线路的限制坡度及道岔的作用引出京张铁路的“人

字形”，通过介绍京张铁路在我国铁路史上的重要地位、

修建的时代背景以及修建过程，结合线路平纵断面中线

路坡度及道岔种类、作用等知识点，让学生深刻感悟以

詹天佑为首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以满腔的爱国主义情

怀，不畏艰难，克服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

弱等困难，提前两年高质量完成了京张铁路的修建任务。

内容组织过程中将知识点与当年京张铁路修建过程的技

术参数进行对比，既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

也使学生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3.2 铁路精神

铁路精神的思政元素在铁路运输设备课程内容中有

更多体现。讲解铁路路基的形式、构成及病害时，结合

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介绍我国铁路工作者历经数十年

的努力，攻克千里多年冻土的地质构造、高寒缺氧的环

境和脆弱的生态三大技术难题，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的青藏铁路精神。鼓励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要

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积极投身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的洪流中去。

铁路机车类型的讲解结合“毛泽东号”机车的演变，

介绍我国机车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的发

展历程，“毛泽东号”机车在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

时期累计安全走行 1100 万公里，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成为铁路行业的一面旗帜。使学生在学习机车

知识的同时，深刻理解“毛泽东号”在新中国建设中的

奋进精神。

3.3 职业道德

良好的职业道德培养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铁道交通运输设备相关课程

标准中的课程目标中的具体要求。在课程中引入有关职

业道德相关思政元素，直接向学生介绍铁路现场工作人

员在不同岗位展现的职业素养，有助于学生学习中树立

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有助于课程目标中情感性目标的

实现。

轨道平顺标准是铁路线路的重要技术标准，轨道只

有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才能确保行车安全。在讲解轨

距、水平、轨向、高低、轨底坡等内容时，课程从介绍

相应的技术标准开始，引入巡道工的日常工作，通过他

们顶酷暑、冒严寒在铁路线路上通过测量工具检查和利

用检修工具维修轨道的工作场景，展现铁路职工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职业

操守。通过该思政要素引入，增加了学生对轨道技术标

准的理解，更增强了对学习和工作严格要求的思想意识，

初步树立了严谨、认真的铁路职业道德。

3.4 工匠精神

动车组是重要的高速铁路运输设备，在讲解动车组

类型及构造时，通过介绍我国动车组的发展历程，诠释

铁路的“工匠精神”。

我国从 2004 年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造出了

“和谐型”动车组，在此基础上经过消化、吸收，再创

新，我国一代代的高铁人用艰辛的付出解决了重重困难，

研制出了时速 350km/h 的“复兴型”动车组，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工匠精神”。正是依靠这种“工匠精神”，

实现了我国动车组及高铁技术从落后于世界到赶超世界

的跨越式发展。通过该思政要素的引入，使原本枯燥的

动车组类型及构造内容，加入了更多的情感因素，引起

了学生的兴趣，也增强了学生学习、工作中传承工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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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信心和决心。

3.5 铁路文化

铁路文化内涵丰富，铁道运输设备记录和见证了铁

路发展历程，承载了铁路发展过程的沧桑与斑驳、辉煌

与荣耀。在铁路运输设备课程知识点介绍中融入铁路文

化，既可以让学生了解铁路运输设备的演变过程，又能

使学生受到铁路文化、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讲解铁路车辆标记中有关路徽知识点时，将路徽的

来历及其含义介绍给学生，同时引出“人民铁路为人民”

的根本宗旨。为培育践行这一根本宗旨，铁路人始终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新时期人们对铁路的需求，

开展了“客运提质”、“货运增量”等行动，以实现交

通强国、铁路先行历史使命。通过最美铁路人、最美铁

路青年等案例引导学生深刻理解路徽蕴藏的含义，感受

铁路职业的神圣。

4 从课内到课外，提升课程思政的效果
挖掘出的思政元素需要与知识点进行融合，做好课

程设计，这样才能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真正落实好思政教

育，做到“润物细无声”。同时，思政元素蕴含丰富的

内涵，除了有限的课堂教学活动外，铁道运输设备课程

还可以借助铁路车辆、车站等实物或场景，通过组织学

生开展调研、参观等活动，将思政教育在课堂外进行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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