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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农林高校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研究 

——以《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为例 

管雪梅  张佳薇  王铁滨  李新 
（东北林业大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  要：本论文旨在探讨《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如何基于二十大精神进行课程思政，以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社会责任
感和综合素养。  通过设计一个生态保护领域的实际案例，引导学生深度思考检测与转换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学生在小组中
合作设计方案的过程中，体现出集体主义精神，积极探讨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表达了对国家科技发展需求的理解和支持。课程
通过实地考察、团队合作和方案汇报等环节，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形成社会责任感，思考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此外，课程注重法
治观念的灌输，通过伦理问题的讨论使学生理解技术发展中的法规和伦理要求。论文总结了课程设计的实施效果，强调了学生在思
政素养、团队协作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提升，为将来类似课程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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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形势复杂莫测、各种文化激

烈交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我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不断加
速推进，这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高等学校思政教育改革提
出了更高的挑战。高度分化的高等学校专业教育，尤其是工科
专业容易导致重智育轻德育、重专业轻育人的问题，进而影响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立德树人的初衷与使命。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领先时代的伟大思想
横空出世，它是高校师生用来铸造坚强堡垒，树立社会主义思
想万里长城的坚固基石。课程思政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入行的有效渠道，构建专业
课程思政合力育人的协同机制，真正将二十精神落到实处，是
高等工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是很多工科专业学习的课程，课
程特点是《检测与转换技术》是工科专业中常见的一门课程，
其特点包括： 

（1）多学科融合： 该课程通常涉及电子工程、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旨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素养。 

（2）理论与实践结合： 课程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同时
强调实际应用和实验操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3）系统性思维： 学生将学习如何设计、分析和优化检
测与转换系统，培养对整个系统的系统性思考。 

（4）工程实践： 课程通常包括实际工程案例，学生需要
参与项目或实验，从而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 

（5）新兴技术涵盖： 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该课程可能
涵盖一些新兴的检测与转换技术，如物联网、传感器网络等。 

（6）实验室教学： 实验室教学是该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实际操作来加深学生对检测与转换技术的理解。 

（7）行业应用导向： 课程通常关注该领域在工业、通信、
医疗等行业的应用，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际需求。 

（8）团队协作： 由于该领域常涉及复杂系统的设计与实
施，课程可能强调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理论知识，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并使他们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一、思政元素提取 
《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在课程设计中可以融入二十大精

神的课程思政元素，以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感
和综合素养。以下是可能提取的一些元素： 

（1）爱国主义： 引导学生了解国家科技发展需求，激发
他们对本领域技术研究的爱国热情。 

（2）集体主义精神： 通过团队项目，培养学生团队协作
与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大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3）科技创新： 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课
程中提出独立见解和创新性思考。 

（4）实践能力： 强调实际操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使
其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5）社会责任感： 关注课程内容与社会需求的对接，使
学生认识到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 

（6）法治观念： 在设计课程时注重相关法规和伦理问题，
培养学生具备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 

（7）创新精神： 提倡学生在课程中尝试新颖的技术应用
和解决方案，培养创新精神。 

（8）人文关怀： 在课程中引入人文关怀元素，强调技术
的发展应该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限于技术本身。 

（9）生态文明： 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培养生态文明观念。 

通过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中，使
学生在专业和学术知识的同时，更全面地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政
治素养。 

二、思政案例及实施 
《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的课程思政可以基于二十大精神

进行有针对性的案例及实施。以下是一个我们在课程中采用的
案例及实施方法： 

案例设计的题目是《环境监测与转换技术在生态保护中的
应用》。背景是学生需要设计一个环境监测与转换技术方案，应
用于某生态保护区域，以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 

实施过程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步骤： 
（1）案例介绍： 在课堂上介绍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强调

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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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组分工： 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负责设计一个
环境监测与转换技术方案。 

（3）相关理论学习： 引导学生学习与案例相关的检测与
转换技术理论，同时强调环保法规和伦理问题。 

（4）实地考察： 安排实地考察生态保护区，了解实际环
境和面临的问题。 

（5）团队合作： 鼓励小组成员协作，结合二十大精神中
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团队合作完成方案设计。 

（6）方案汇报： 每个小组向全班汇报他们的方案，包括
技术原理、可行性分析、社会效益等方面。 

（7）讨论与反思： 引导学生进行方案讨论，结合二十大
精神中的创新精神，鼓励提出新颖的、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8）社会责任： 强调设计方案的社会责任，提醒学生考
虑方案对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影响。 

（9）总结与评估： 总结学生的设计成果，评估其在思政
素养、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表现。 

综上所述，通过这样的案例设计和实施，学生既能够深入
了解检测与转换技术的实际应用，同时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
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符合二十大精神的要求。 

三、思政效果评价 
《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基于二十大精神的课程思政效果

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社会责任感、团队协
作等方面的表现。以下是是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得到的效果评价： 

（1）思想政治觉悟： 
当代的大学生更加爱国，对于社会和民族问题日益关心，

学生在思政环节勇于表达、热烈讨论。 学生在课堂上自由的表
达对于检测与转换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思考，也讨论了本课程
对国家科技发展需求的重要性。 

通过课程思政，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也大大得到加深， 学
生在方案设计中能够深入思考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并且考
虑到伦理和法规等问题。 

（2）社会责任感： 
思政方案设计中的社会效益显著， 学生设计的思政方案能

够体现出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并且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思政进行了反思与讨论， 学生在课程
中反思科技发展对社会的责任，也能够理解技术与社会的相互
关系。 

（3）团队协作： 
学生从平时独自学习到小组合作进行思政讨论、方案设计、

实现，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在小组中的合
作表现，包括沟通协调、任务分工等，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精
神。 

课程思政中最后提交团队报告，从方案报告中呈现了学生
共同协作的成果，让学生有团队的光荣感，增强学生集体主义
精神。 

（4）创新精神： 
学术和科研工作着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国家的科技发展靠

的也是创新，本课程思政方案的创新性也是被最看重的。学生
设计的方案五花八门，颇具创新性，能够在技术应用上有新的
见解和想法。 

在课堂的思政环节讨论中的提问与回答也需要体现创新
性。 通过思政教育和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主动提出新的问
题，能够积极参与讨论，表现出创新思维。 

（5）法治观念： 
思政方案中的法规考虑也是检验思政效果的重要指标。学

生设计的方案符合相关法规和伦理要求，而且有对法治观念的
体现。 

增强了学生对法规的认知，学生在课程中进一步理解了检
测与转换技术应用中的法治观念。 

综上所述，本课程的评价通过课堂参与度、小组项目报告、
反思论文、综合测试等多种方式进行。同时，组织专门的评价
小组，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估学生的思政素养，对学生、专业、
学院、学校、社会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馈。   

四、结论 
通过对《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基于二十大精神的课程思

政的深入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思政教育有助于学生思考科技发展的社会责任。课程

设计中注重引导学生思考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培养了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学生在方案设计中深刻理解了技术发展需要与
社会的互动，进而产生更为成熟的思想觉悟。 

（2）集体主义精神在团队协作中得到充分展现。通过小组
合作设计方案，学生展现了良好的集体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
二十大精神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共同
为生态保护方案的设计而努力。 

（3）创新精神在学术思考和方案设计中得到培养。通过引
导学生在课程中提出新颖的、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培养了
他们的创新精神。学生在论文撰写和方案设计中展现了独立思
考和创新性思维的能力。 

（4）法治观念的灌输有助于学生理解技术发展的法规和伦
理要求。 通过案例分析和相关理论学习，学生对法治观念的理
解更加深刻。在方案设计中，他们能够主动考虑方案的合法性
和伦理问题，表现出对法治观念的良好领会。 

综上所述，基于二十大精神的《检测与转换技术》课程思
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还在
学科素养和综合素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为今后课程设计
和思政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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