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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以《动车组操纵》为例

王　宁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1）

摘要：在国家“大思政”背景下，针对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学中出现的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难的现象，以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核

心课程《动车组操纵》为载体，对课程进行了整体课程设计，并对“课程思政”内容进行系统搭建，通过课程的运行实践，取得了不错

的教学效果，同时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学生思政素养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为其他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参考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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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的“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

课程和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明确了课程思政的概念。

课程思政基于大思政格局，以课程为载体，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目前，职业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

融合难的现象。很多专业课教师缺乏思政意识和经验，在思政元

素融入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生硬融合”“两张皮”“夹

生饭”等弊端。部分教师在进行专业课教学中，虽然能够将部分

思政点有效融入，但缺乏课程思政的整体设计，无法形成思政元

素的系统性。这些都让专业课的思政效果大打折扣。

一、 课程概述

《动车组操纵》是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开设于

2010 年，有着深厚的积淀，是铁道机车国家级资源库重点建设课程、

湖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主要授

课对象是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和铁道机车专业学生，致力于培养

德技并修的动车组司机乘务人员。

课程开设 10 余年来，校内累计授课人数达到 5000 人左右；

各类校外培训人员达到 800 人左右。从 2018 年开始，入选留学生

课程，开展双语教学，留学生授课人数累计达到 100 人左右。

二、课程思政设计

（一）依据岗位职业能力需求，合理制定三维教学目标，将

课程思政纳入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查阅了大量岗位职业能力的相关资

料、并且深入企业做了大量的岗位调研之后做出的。分为三个维度：

知识维度，注重学生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需要用掌握的知识；技能

维度，强调学生在岗位上实际操作层面需要掌握的技能；素质维度，

对标动车组司机思想职业素养和政治素养，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普

通人应具备大众化的思政素养和铁路人应具备专业化的思政素养，

如安全第一、工匠精神、新时期铁路精神等。

（二）根据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开展项目式教学，各项目思

政目标既有区别又保持统一

依据《动车组司机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动车组司机操作手

册》和动车组司机的典型工作任务，站在初学者的视角，将课程

分为 4 个教学项目，每个项目的思政目标各不相同，却又保持一致。

各项目的目标有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目标，就是让学生牢固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意识。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合格

的铁路人。课程思政整体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思政整体设计表

教学内容 德育目标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项目 1

动车组司机室

设备的操纵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激发

爱国热情，提升制度优越感。

（体系制度保安全）

思政映射 1：家国情怀，国家制度优越感 ，安全意识

思政融入点 1：通过动车组司机室的演变过程，从动车组司机双值乘、到单值乘、再到自动驾驶，

以及将来的无人驾驶，让同学们感受中国高铁从零开始，一步步走向世界之巅的过程。同时，让

学生明白高铁飞速发展背后的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制度优势对铁路安全的重要作用。

项目 2

动车组列车控

制系统的操纵

树立学生的科学意识，强化

安全的意识。（科技进步保

安全）

思政映射 2：铁路精神、科学意识、安全意识

思政融入点 2：利用类比法对 CTCS-0 级，1 级，2 级，3 级，4 级的对比讲解，同学们明白技术科

学技术的进步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巨大推动作用。

项目 3

动车组一次标

准化作业操纵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标

准化、规范化的作业习惯。

（标准操作保安全）

思政映射 3：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思政融入点 3：通过在实训室演练动车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标准，让学生们明白动车组司机是一

个既枯燥又有要求严格的职业，不但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每个环

节都要严格执行标准化、规范化操作，做到万无一失，保障铁路运行安全。

项目 4

动车组非正常

行车操纵

培养学生遇事不慌，冷静分

析，精准处理的心理素质。

（精准处理保安全）

思政映射 4：遇事不慌，冷静分析，精准处理，过硬的心理素质； 

思政融入点 4：通过对动车组运行过程中非正常行车的操纵训练，让学生掌握非正常行车的要领，

同时训练学生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后，保持清醒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素质，让学生明白精准

处理对铁路安全运行的意义重大

（三）依托海量教学资源，恰当制定教学策略，将思政元素

贯穿其中

依 托 铁 道 机 车 国 家 资 源 库 平 台， 中 国 大 学 MOOC 平 台，

CRH380BL 型动车组 VR 实训设备平台，动车组模拟驾驶实训车间

等设备。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和车间教学组织模式，

以任务驱动法为主线辅以角色扮演、游戏体验等多元化教学方法，

合理运用微课、动画、仿真软件等信息化教学资源和手段，通过

任务准备、任务实施、任务总结、任务拓展四个循序渐进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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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国情怀、铁路安全、新时期铁路精神和标准化、规范化操纵

贯穿教学始终，引导学生依次通过基础知识测试、模拟仿真测试、

实物操作测试、岗位技能鉴定，从而培养其具备动车组司机的岗

位职业能力和素养。

三、课程实施过程

以任务驱动法为主线进行课程的实施，实施过程分为四个步

骤：任务准备、任务实施、任务总结、任务拓展。

（一）任务准备

课前，学生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接收任务书，自主学习

相关工艺文件、微课视频和《7.23 动车追尾事故安全教育片》等

思政案例资源，进行交流讨论。

课中，召开班前会，由组长检查出勤、劳防用品穿戴及精神

状态情况，教师发放派工单、分析任务并强调安全事项，宣贯企

业文化及新时期铁路精神。

（二）任务实施 

在智慧教室和动车组虚拟仿真实训室，利用虚拟仿真软件，

学生可以通过虚拟软件对动车组进行模拟操纵。

然后在动车组模拟驾驶实训室开展实物演练，教师进行指导，

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对动车组模拟驾驶台进行操作，完成真实工

作任务。 

（三）任务总结

召开班后会，教师对各组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总结，点评各

组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评选优秀班组，今日之星。整

理工器，清理作业现场。

（四）任务拓展

课后，每位同学上传任务实施的心得体会；并收集不同车型

的驾驶操纵；动车协会开放实训室，学有余力的同学利用课外时间，

学习不同车型的驾驶操纵方法。

四、课程育人效果

通过对学生入校及结课后的调查问卷数据对比分析，学生在

安全意识、劳动习惯、奉献精神、运动习惯、对工作的期望值等

方面均都有较大改观。数据显示学生对“课程思政”系统设计的

总体满意度为 94％，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思政内容拓展等满意

度均在 90% 以上，85% 的学生认为本教学实践有助于提升个人思

政素养。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获得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同时，本课程团队教师在集体备课、交流学习过程中逐步完

善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资源库，同时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能力均有所提升。

五、结语

针对高职院校专业课“课程思政”融入难且不成体系等问题，

以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动车组操纵》为载体，结合课

程特点，从课程内容中提炼了家国情怀、安全意识、科学精神、

职业素养等思政要素，对整门课程进行了系统的课程思政设计，

构建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价值共同体，打造了课程思政体系。通

过实施过程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育人效果。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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