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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学改革探索研究
——以“船舶柴油机”为例

李　越　刘　刚 *　刘冰冰

（山东交通学院航运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培养合格的“新工科”人才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

文以“船舶柴油机”课程为例，从教学设计、组织实施、效果反

馈等角度出发，探索在船舶柴油机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和

具体措施，教学反馈显示，“船舶柴油机”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为“新工科”背景下的应用型本科专业课思政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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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以来，培养具有适应时代的现代化应用人才

成为了各高校近年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专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

国家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思政作为课程建设的主要

内容，需要把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环节当中，要求培养的人才

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创新精神。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已经成为了国内高校面临的主要问

题。船舶柴油机作为应用型本科专业轮机工程的核心主干课程，

具有专业性强、操作要求高、知识覆盖面广的特点。本文以“船

舶柴油机”课程为例，从教学方案、教学设计、教学效果等多角

度研究如何将课程思政与新工科人才培养相结合，实现培养素质

合格的海洋人才。

一、“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设计

有效的教学方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在“船舶柴油机”

课程专业知识传授的基础上，保证掌握必要知识的同时，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包括爱国主义精神、海洋意识、中国制造的

荣誉感、责任意识以及职业操守等。

同时，展望柴油机技术发展前沿，将应用技术与柴油机原理

结合起来，让学生参与到柴油机新技术的讨论中，实现柴油机知

识的“落地”，通过国内外技术对比，结合国家战略，培养学生

学以致用，积极科创的意识。鼓励同学们毕业后参与到相关船企、

研究所工作，为建设中国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二、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与实施方案

（一）教学方法

1. 实例教学 - 引入思政案例

在船舶柴油机的授课过程中，首先要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

本的专业知识中，引导学生强化爱国意识，积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船舶柴油机”课程思政案例设计如

表 1 所示。

表 1“船舶柴油机”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课程章节 教学内容 思政内容 关联度分析

绪论
柴油机的发展历史；

柴油机的基本知识

国内外技术对比；

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概念

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培养中国装备制造水平使命感；

将课程专业内容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柴 油 机 结 构

和主要部件

活塞、气缸、曲轴、连杆

等部件

案例教学：发动机医生 - 鹿

新弟

解读“千里之提，溃于蚁穴”的责任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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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油 的 喷 射

与燃烧
燃油喷射、混合、燃烧

国际热点：潍柴热效率 50%

柴油机

国际关注热点问题，宣传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鼓励学生为

建设海洋强国而努力。

柴 油 机 的 排

放控制
排放物种类及控制

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 - 碳

排放
结合国家战略，掌握柴油机原理，积极探索，鼓励科技创新

柴 油 机 换 气

与增压
柴油机配气系统原理

案例教学：中国船舶集团河

南柴油机内燃机装试高级技

师张晓峰的故事

关键技术发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运 转 管 理 与

应急处理

日常检查、常见故障的排

除

视频讨论：观看《大国重器》

《大国工匠》

“以小见大”，培养责任意识，引导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

航运动力发展，建设海洋强国。

2. 实验教学 - 培养团队精神

船舶柴油机作为一门强调实践教学的课程，传统的实验教学

并不涉及课程思政相关内容，随着改革探索，实验教学中也融入

了相关思政元素。以连杆的拆装与检查为例，在实践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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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 名同学为一组，需要在 30 分钟内完成吊缸、连杆和连杆螺栓

的拆装与检查，需要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任务分工实现任

务的完成。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强化团队协作精神，做

到合理分工并通过有效沟通完成任务。

3. 情景教学 - 培养责任意识

在课程教学中设定情景，培养学生将课堂学习的知识灵活运

用的能力。

例如在柴油机的运转管理与应急处理章节，可以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以“拉缸”“敲缸”“连杆螺栓断裂”“曲轴箱爆炸”

等故障作为实际案例，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故障发生的可能原

因以及合适的改进方案，在改进方案中不光要考虑技术可行性，

还要兼顾经济性、技术应用难度、应用前景等，在设计的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4. 企业参观 - 培养工匠精神

山东有众多柴油机企业，通过校企联合，可以进场参观，了

解现代柴油机企业在生产、加工、研究、实践等方面的情况，加

深对中国制造、科技强国、海洋意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使学生

对所学专业感到荣耀和自豪，估计学生毕业后进入相关企业工作，

将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应用，鼓励创新，为实现海洋强国贡献自己

的力量。

（二）实施方案

“船舶柴油机”课程实施方案采用混合式，包括线上、线下、

分组、讨论等环节。

1. 在培养学生团队意识方面，可以通过小组协作的形式实现，

以轮机工程 183 班为例，将学生平均分为 6 组，组内成员根据自

己兴趣分配相应资料收集工作，推选组长负责汇总及内容协调工

作。

2. 线上学习

上课前，任课教师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丰富课程思政内容，

并将本节课 PPT 及网上视频学习资源发布，通过微信群发布通知，

明确预习目标，并开展网上讨论，增加了应用技术搜集讨论环节，

目的是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技术在柴油机目前的应用情况，

可以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引导学生应用专业知识投入伟大祖国

建设工作中的实际行动。

3. 线下学习

线下学习主要包括翻转课堂和课堂讨论等。在日常课堂授课

过程中，积极采用课堂讨论环节，例如，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

分组讨论故障发生的原因及优化方法。同时，设计柴油机原理、

柴油机设计、柴油机性能相关的讨论题，以小组汇报的形式，翻

转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体，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息搜集

能力，也可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三、课程思政教学反馈

课程结束后，通过学生教学反馈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分

析，绝大部分学生对“船舶柴油机”的课程思政效果给予了较高

评价，也对本课程的线上和线下教学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期望。

结合教学反馈，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应该在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教学理念上

授课教师要树立思政意识，生活中关注时事，挖掘思政元素，

并根据授课章节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环节，将爱国意识、责任意识、

团队意识充满课堂。

（二）教学方法上

授课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讨论课题，鼓励学生课堂上积极参

与讨论，通过论文、网页、论坛等形式搜集资料，以小组形式做

课堂汇报，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信息搜集、总结、表达等能力。

（三）思政内容上

教师要积极关注时事，将课程专业内容和国家发展战略、国

际热点联系起来，不断丰富课程思政案例库，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

责任意识、爱国意识，为新工科下“船舶柴油机”课程思政改革

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总结与展望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培养合格的“新工科”人才的重要内容。

笔者以“船舶柴油机”为例，从教学方案、教学设计、实施方案

等多角度研究探索了海航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法及实施路

径，以上研究可以为应用型本科专业课思政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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