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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探索
——以“机械制图”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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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以“机械制图”课程为例，结合“工匠精神”外

延，挖掘与本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并对相关思政元素内涵及外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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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教育就是在塑造一个民族不久的未来，把学生教育成什

么样，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未来就会是什么样。

2020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1]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指出，职业

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

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

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

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2]

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也就是要德

技并修，深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2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课程思政”的探讨和研究很多，对于专

业课如何做好“课程思政”成为大家关切的问题，如何建

设好一门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

成为专业课教师应该努力的方向。目前，高职院校中专注

于“课程思政”的教师比例不高，很多专业课教师只把重

心放在专业教学上，只重教书，不重育人。究其原因，限

制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因素有：

专业教师缺乏育人观念或认识不足，尤其是理工科教

师，往往认为育人是思政课教师的工作，专业课只是要传

授技术技能的载体，缺乏育人意识。

专业教师缺乏德育教育能力。很多专业课教师对于思政

教育的基本理论了解过少，思政教育学科知识缺乏，部分

教师难以将道德文化精神合理、自然地融入专业课教学过

程，内容空洞教条，学生难以产生共鸣。

专业教师对学生缺乏认知。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个重要过

程就是“备学生”，专业教师只关注专业技能部分，缺乏爱

生之心，不了解学生的兴奋点，无法为学生准确“把脉”。

学校层面缺乏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

3  “机械制图”课程教学融入思政元素的意义

3.1 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机械制图”作为一门工科学科，其核心是技术技能的

培养。然而，在当今社会，仅仅具备技术能力已经无法满

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机械制

图”课程中，可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通过思政元

素的引导，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行业需

求，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

3.2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

“机械制图”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

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学习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

就，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

豪感和使命感。同时，通过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责

任，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工程师应该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3.3 有利于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机械制图”课程在能力目标上主要培养学生的空间想

象能力，熟悉国标规定画法，掌握‘物→图→物’的变化

技能。此外，该课程还旨在培养学生根据投影图和尺寸想

象出物体的内外形状和大小的读图能力，掌握组合体构型

及分析方法，并能综合运用正确识读及绘制组合体三视图

的能力。严格按照国标绘制图形有助于学生培养一丝不苟

的工匠精神。

4  “机械制图”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在开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思政案例和思政元素是核

心，要能自然地融入课堂设计中，思政案例和思政元素的

选择要有时代性，或者深入挖掘大家所熟知的经典案例，

以案例吸引学生注意，同时要善于发掘课程中概念的哲学

含义，做到有效沟通，用事实和道理春风化雨地感染学

生，让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可案例中的思政元素。“机械制

图”课程思政元素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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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绪论部分

在绪论部分，讲解图样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我

国工程图学的发展简史。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就有

经典著作《周礼考工级》，里面就有画图工具“规”“

矩”“绳”“墨”等的记载，我国“正投影”和“轴测

图”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宋代，说明我国早在九百多年前

工程制图技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以此来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

讲到标准的时候，可以引入“工匠精神”，以我国近代

建筑之父梁思成例子，梁思成的建筑手绘图样甚至达到了

计算机绘图的标准，其精致严谨程度能让所有人惊艳，通

过展示梁思成的建筑手绘图样，以其精致的美感来激发学

生对制图的兴趣和文化自信。同时，分析梁思成的建筑手

绘图样中的线条，尺寸，标注，比例等引入标准的概念和

意义，大家在共同的规则和标准，大家才能正常的沟通和

交流，工程类制图标准就是工程技术界的共同语言，同时

也是一切工业标准的基础。[3]让学生能充分认识标准的重要

性，在之后的学习中培养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匠

精神”。

4.2 投影部分

在投影部分，主要介绍投影的概念和正投影法的应

用——三视图。在介绍三视图的过程中引入“视角”的概

念，我们观察一个事物往往只能观察到事物的某一个方

面，只有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才

能准确全面的认识事物，从三视图的绘制引出从不同视角

观察事物的哲学意义。

首先，从不同视角观察事物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

的多样性。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很难用单一的标准来

衡量。通过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我们可以发现事物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其次，从不同

视角观察事物有助于我们发现事物的本质。事物往往具有

多个层面和特征，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可以帮助我

们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

质。此外，从不同视角观察事物还可以培养我们的批判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独立思考、分析和评估问题的能

力，它能帮助我们避免盲目接受他人的观点，从而更加客

观地看待问题。通过从不同视角来看待事物，我们可以锻

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更加理性地分析和评价问题。

4.3 轴测图部分

在轴测图部分，主要介绍轴测图的作用和轴测图的绘制

方法。轴测图是一种辅助图样，虽然度量性差，但是具有

立体感，能对想象物体形状起到辅助作用。在介绍轴测图

的过程中引入“整体”的概念，事物普遍联系的，我们在

工作的过程要有整体性思维。

整体性思维是一种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

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性思维揭示的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内

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构成系统的静态的要素之间

和动态的发展阶段之间内在的、稳固的联系。

整体性思维在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把问题看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现象，发现事

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在轴测图中，虽然图样的度量性相较三视图变差了，但

是轴测图更能凸显点与点、线条与线条、面与面之间的位

置关系，这种整体思维能帮助我们跳出局部思维的桎梏，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抓住解决问题

的要害。比如，有人把生活比作在空中抛接5个球的游戏。

这5个球分别是：工作、健康、友谊、精神和家庭。将5个

球同时在空中抛接是一门艺术。但是，在这5个球中，只有

工作是橡皮球，掉在地上还会弹起来，其他几个球都是玻

璃球，掉在地上就会有裂痕，甚至摔得粉碎。从这个角度

看待生活中要处理的几个方面，就能一把抓住核心，从而

处理好这几个球的关系，而不至于把某一方面看得过重而

忽视其他。

4.4 装配图部分

装配图主要表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接、装配关系和其

技术要求的图样。在装配图部分，我们可以引入“雷锋精

神”的概念，任何一个正常运转的机器，都离不开其中每

一个零件，一块精致的手表，只要其中有一个齿轮坏了，

即使再好看也无法工作。

5  结语

“机械制图”课程中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思政元素，专

业教师发掘更多的思政元素也体现了教学相长的理念，只

有善于发掘思政元素，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更好地

培养爱生之心，同时也让学生能够“亲其师，信其道。”

同时，在开展教研过程中，还要及时总结思政元素，积

极开展教学效果评价，才能抓住“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引导学生处理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真正实现德技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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