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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等教育正在大力实施课程思政建设，教师

是教育实施者，教育的关键在教师。作为教师，首先应

该加强学习，提高自已的理论水平，深刻把握课程思政

的指导思想、丰富内涵、具体要求等，才能将理论应用

于教学实践，实施好课程思政教育。在具体课程实践中，

应该从课程思政内涵理解、课程大纲制定、教学设计及

实施、教学方法创新及课程考核评估等方面去全过程实

施。本文以“材料工程传递现象”为例，介绍了近年来

在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探索。1

一、课程思政的丰富内涵及实施路径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2021 年 7 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制定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这些

重要文件及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陆续发布的“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指导文件和思

政元素的营养源泉 [1]。

作为高校教师，应该认识到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举

措，所有教师应深度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解决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专

业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

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丰富内涵，解决讲

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

理工类课程在挖掘思政元素中，可以在以下几个方

面下功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

高峰的科学精神，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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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正确认识科技伦理、

生命伦理等人类文明发展重大问题 [2]。课程思政内容包

括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是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品德修养和人格养成层面，第三个

层面是学术志向和专业伦理层面。

在教学中，应该注重案例教学，实现融入性教育；

注重文献阅读，确保知识广博；注重启发研讨，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活力。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广、渗透到专业课

程中，更强调隐性教育，防止简单地把专业课程等同于

思政课程。具体实现标准有：使学生能自然接受，认为

就是课程的一部分；能够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能够有

效激励学生产生学习内动力；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课程

知识的理解、掌握、拓展与深化。

二、“材料工程传递现象”课程特点分析

“材料工程传递现象”是本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一门专业核心课，课程知识、能力目标为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关传递现象的基础知识，熟悉动量、

热量、质量传递三种传递的基本原理，并能对一些材料

工程相关传递问题进行分析、解决 [3]。

课程具有工程性、交叉复杂性、应用性的显著特色，

根据专业定位，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强调培养具有工程

能力的人才，本课程作为研究动量、热量、质量传递的

工程科学，工程性特色显著；在传递现象的研究中，通

常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物理模型——数学

模型——理论建立——工程应用”的教学过程，所研究

对象常常并存多种传递现象，涉及复杂工程问题，需要

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具有学科知识交

叉性、工程问题复杂性，最后常常落脚于生产生活问题，

应用性明显 [4]。本课程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能力方面，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三、课程大纲的制定及思政元素融入

在大纲的制定中，应该充分认识到，思政元素应该

融入大纲教学内容中，隐性化而不是显性化，大纲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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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应该体现原则性而不宜具体化 [5]。教学大纲公开面向

学生，面向社会，还有可能参与国际交流，不宜过于显

性和具体化，这样有利于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发挥各自特

长和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多样化、丰富化的课堂教

学实施。

具体应该做到：1、在课程目标中明确价值引领目

标，并体现自然在相关章节的“支撑的课程目标”中。

课程思政要像将盐溶于汤，不知不觉、潜移默化。2、课

程思政内容的安排要符合教学规范，教学大纲应该比较

原则，不宜过细。3、课程思政内容在教学大纲各部分之

间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课程思政的内容，既要体现在

“教学内容”中，也应反映“课程简介”、“课程目标”、

“教材与学习资源”、“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等教学环节

中。4、应该将价值引领目标凝练出思政元素关键词，比

如专业认同、敬业精神、科学精神、科学伦理、家国情

怀、生态文明理念等。5、注重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方法

观察学习本课程中的知识，比如现象与本质、量变到质

变、局部与整体、矛盾的转化等。6、探索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成效评价，切实根据课程具体情况积极尝试有效的

方法方式。

根据以上课程特点及课程大纲撰写指导思想，“材

料工程传递现象”的课程思政价值目标定位于：在解决

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时，培养不畏艰难、勇于钻研、

精益求精、解决问题等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和良好的使

命担当等。

四、教学设计及案例探索

如前所述，在传递现象的研究中，通常遵循“观察

现象——提出问题——物理模型——数学模型——理论

建立——工程应用”的教学过程，如流体流动的动量传

递中，观察河流、烟囱，提出流动形态形式问题；观察

建筑结构设计，提出房屋建筑的保温采光问题；在机械

能守恒中，观察虹吸、喷嘴射流等现象，提出能量转换

问题等等。在现象——问题——模型——理论——应用

中不断转换，引导学生细致地观察、深入地钻研、由现

象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工程，由繁到简，再由简到繁，

不断提高认识、加强能力 [6]。

以平壁导热内容学习为例，在教学中，实施过程为

（1）观察和分析生活、生产中的现象和问题、引出无限

大平壁导热问题：从墙壁保温、平板电脑散热出发，分

析墙壁、散热膜在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启发同学继续

发现并指出类似的平面保温散热实例，提出“对于房间

既想窗明几净、又想冬暖夏凉，应如何做到？”等此类

传热现象想要解决的问题。（2）建立无限大平壁导热问

题物理模型：分析以上实例中导热问题中的热管理要求、

冷热端温度特征、热传递主体方向等，建立无限大平壁

问题物理模型。物理模型建立后，引导学生反过来思考：

为什么无限大平壁符合以上模型，其它形状导热体是否

符合，如非无限大、非平壁，符合哪条、不符合哪条？

（3）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求解，得到通式：无限大平壁

导热问题物理模型建立后，建立薄层微元体积时引导学

生考虑，微元体变量和不变量的选取有什么要求，坐标

体系的建立根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建立？建立薄层

微元体积后，严格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建立能量守恒方程，

将导热定律带入，先请学生进行数学求解，其中一名上

黑板展示，指导、查看所有学生得到正确通解。（4）对

数学模型进行应用：以墙壁、窗户散热例题进行讲解，

对房间墙壁散热、窗户散热、单层、双层及多层玻璃散

热强度问题进行研究，分别计算墙壁导热、窗体导热强

度，比较巨大差距、分析原因，包括材料原因、厚度原

因等，进行不同情况的设想。（5）课程总结：包括现象、

问题的归类；物理模型的条件、数学模型的表达式等。

五、课程思政的融入及评估

在以上案例的教学中，学生在观察、思考、分析、

总结、推理、演绎的学习过程中，在现象——问题——

模型——理论——应用的不断转换中，通过不断递进式

问题的引导，学生细致地观察、深入地钻研、求知的欲

望和探索的精神得到不断培养和锻炼。在实际教学中，不

断通过问题的提出引导，利用过程化考核方式，考察学生

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回答结果的准确性，判断、评估学

生的学习效果，并不断进行持续改进，提高效果 [7]。

总之，课程思政应贯彻课程教学的大纲、教学实施、

考核及持续改进的各个环节，在教学方法上，坚持思政

性政治正确的同时，追求学理性，即通过有机融入，创

新教学方法手段，使学生自然而然接收，依靠过程化考

核等有效考核方式，进行正确评价，运用持续改进理念，

不断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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