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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思政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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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可以有效实现“传授知识 + 价值引领”课程思政目标，契合人才培养的根

本要求。结合《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知识特征，充分挖掘和提炼其蕴含的丰富思政元素，探索形成融合专业知识及思

政元素的教学案例，达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协调发展，以促进学生成长成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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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将“立德树人”和“三全育人”的思想

贯穿于专业教育中，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拥有爱国情

怀、责任担当、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团队合作能力等，成为

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专业课

程的思政教育不应是机械地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的简单叠加，

也不应是将思政教育悬浮在专业教育其上；实际上专业课的课

程思政更应该是以专业知识为载体和实体，思政教育为“价值

引领”，二者互相渗透融合过程。探索如何在专业课程中融入

思政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体现专业课的传递知识、

培养能力和育人功能，对电气工程专业课融入课程思政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	《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概述

《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是一门融理论与实践于

一体的方法课，其目的就是使大学生获得一定的文献信息收集、

整理、加工与利用能力，以利其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文献检索的基础知识、常用中外文数据库

的检索、文献利用、科技论文的写作等。实际上该课程涉及面

极广，但长期以来学生们普遍认识到该课程的工具性，只要学

会了如何检索文献以及论文写作的相关知识就算达到了学习目

的，往往忽视了该课程中蕴含的丰富思政元素、及思政教育潜力。

对比其他专业课程，《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的教学

内容覆盖面很广，可开发思政教育空间极大。例如，在文献检

索部分，检索案例及内容是教师灵活设置的，因此可以根据授

课内容，适当融入思政教育，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授课过程中

无形之中引导学生正确地思考和学习。如何将课程思政与《科

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结合，对加强学生对学术道德规

范的遵守、培养学生的钻研精神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提炼

课堂是育人的主要平台。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达

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协调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思

政教育和专业课程教育实属一体，思政教育起到重要的价值引

领作用，一旦缺失就会导致课程教学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从而引起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割

裂甚至冲突。课程思政是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自然融合，而

不是简单地在每个知识点的“爱党爱国”强调和叠加。根据《科

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的教学目的与要求，结合课程特色，

梳理挖掘基于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提炼加工后精心设计形成

教学案例并有机融入教学环节。该课程的教学内容都是非常丰

富且庞杂的，涉及到的学科领域是十分广泛，检索案例是不限

学科和主题的，可以深入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也是非常丰

富的。常见的思政要素有爱国主义、道德伦理、科学创新精神、

团结协作等等。课程思政的形式和内容不应千篇一律，还需根

据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场景加以选择和设计，凸显特色，这样

学生喜闻乐见，并且更加有效的实现在课堂教学中实现“传授

知识 + 价值引领”功能。例如，在讲解互联网信息检索相关知

识时，设置检索案例“神州十三号女航天员”等让学生检索相

关信息并进行小组讨论，自然而然导入了爱国情怀、创新精神、

理想情怀等思政要素。同时小组工作的形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团

结协作。

3	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选择专业知识和思政观念的契合点，做到“思政”与“专

业”有机融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不是简单的将思政内容生

搬硬套或者“叠加”，而是应该梳理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例

如兼顾专业性和思想性将授课内容重新解构，形成适合融入思

政元素的专题。每个专题设置几个突出的思政要素，多结合时

事热点，找到专业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的契合点，形成特色的教

学案例。

第二，选择合适的思政教育素材。文献检索课程思政教育

素材非常丰富，如新闻时事、科学家精神、学科典故，专业案

例等。恰当的的思政教育画龙好比点睛。利用多媒体手段设计

检索案例，比如插入相关思政案例的视频和音频，将思政元素

融入其中。

第三，选择合适的教学形式。以讲授法为主要的传统教学

方法很难改变学生玩手机的现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结合多种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增强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

例如采用“线上 + 线下”相结合，课堂教学实施案例教学法可

以提高教学效果。“线上 + 线下”教学方式将课堂教学延伸至

课堂之外，还可以加强师生互动，例如将学生个人兴趣与本课

程的线上讨论与作业结合起来，提高教学质量。案例教学法以

学生为中心，互动性、开放性及针对性较强，其趣味性和情境

性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索动力。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检索兴趣，加深

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应用，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4	结语

课程思政的开展需要结合课程的特点，选择专业知识和思

政观念的契合点，选择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及教学形式可

以实现“思政”与“专业”有效融合。《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

写作》是综合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和能力的课程，基于课程内容

挖掘和提炼思政元素，选择合适的教学形式精心设计教学案例，

以有效实施课程思政实践探索，对于实现全面育人、全方位育

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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