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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过程控制与仪表教学模式研究 
陈燕  郭华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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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自动化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优化传统教学模式，落实高等教育理工科专业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对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1-4]。本文主要对 "过程控制与仪表"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挖掘，

同时对基于课程思政教育新理念指导下形成的新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和教学实践。通过探索把过程控制与仪表课程大纲内容

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5]，在教学过程中植入课程思政元素，同时编写课程思政教案，改革学生的考核方式，最终发挥课程育人功

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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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automation specialty, optimiz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implement the "whole staff,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higher education。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the exploration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Process Control and Instrument" and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In this paper, the 

course syllabus of process control and instrumen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implanted,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lans are written, the assessment methods of students are reformed, and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of the course is finally brought into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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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中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

措，也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6-10]。课程思政作为新时

代党加强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举措和新方向，逐渐成为高等

教育实施立德树人各项任务的基本保障[7,11]。但是目前在高校实际专

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只注重课程的知识性目标，而忽略了

学生价值与情感目标的培养。 

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新工科背景下工科院校人才培养面临

新的挑战，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工科建设需求[1，12,13]。同

时，由于专业特点与工科专业背景，教师队伍整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水平较低，教师在进行专业知识及技能传授时，很难找到一个

切入点融入思政教育教学活动，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与素

质亟待提高[14]。因此，本文旨在本科自动化专业课程“过程控制与

仪表”的教学方案中充分融入思政元素，优化传统课程教学模式，

对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二、《过程控制与仪表》“课程思政”内涵挖掘 

目前，对于高校怎样把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传授给学生，培

养学生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教师一般注重于课堂

教学及课后实践，教师们不仅在课堂上精益求精、细致透彻地讲解

理论知识，还在课后强化各种技能训练。当然，这种教学过程是必

要的，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具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具备一定的职

业素养。但是教师的“育人”功能被忽略了。本文将课程思政内容

贯穿于“过程控制与仪表”课程教学全过程，就是利用好高校课堂

教学这个主阵地，通过课程思政四个步骤：课前引导、课上体验、

课后总结、核心融合，让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内容同向同行，

融思政内容于课程教学过程中，进而形成协同效应[14]。 

本文针对自动化专业实际需求，对过程控制与仪表内容进行整

合，将我国过程控制领域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及成果作为课

程思政内容（图 1），旨在促进学生形成系统逻辑思维，培育学生构

建过程控制系统、思考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培养具有

爱国主义，社会责任，职业素养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图 1  过程控制与仪表思政元素 

三、“课程思政”理念下课程教学设计 

（一）课前引入，情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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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引入是《过程控制与仪表》课程教学的首要内容，对教学

开展起着重要作用，《过程控制与仪表》对于自动化专业学生而言

是枯燥无味的。为使学生能够更容易的融入课堂以及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在新课引入时，将课程知识与多样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以

“课程思政”为指引，设计一个以学生生活经验为基础且可以引起

学生关注和思考的情境。例如在讲到检测仪表的性能指标内容时，

融入谭久彬教授的没有精密仪器就没有高端装备制造理论，引发学

生思考中国要想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必须发展自己的精密

仪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结合我国多年来制造行业的相关

规章制度，坚定学生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科学发展理念的认同，勇

担民族复兴使命，发扬时代精神。 

（二）课中实践，体验感悟 

课中是培养学生政治思想的重要阶段。在课堂上，围绕“课程

思政”教学理念，师生共同开启完成教学任务的学习活动，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课堂模式，即学生线上网络平台视频预习课：

学生通过学习通等平台完成相应知识点的预习，该预习作为平时考

核的一部分，但不计入总学时；学生线下知识讲解课：在课堂上按

照提前布置的教学内容学生个人或分组进行讲解，按照讲解知识的

逻辑性及完整性进行评价；教师线下重难点解答课：每节课教师针

对学生讲解的内容进行重难点补充，同时针对学生提问进行答疑解

惑，最后总结本节课内容；教师线下考试答疑课：在考试之前针对

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解答；线下实验课：有针对性的安排实验

内容，通过学生动手操作可以帮助其更好的理解理论知识。 

（三）课后总结，情感升华 

课后总结和反思是检验和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阶段，可以帮助

学生自我检验和提升。在课程接近尾声时候，教师结合课程的教学

目标进行总结，同时学生采用自我总结和小组总结的方式，交流学

习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提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及改进方

式，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相互沟通能力以及学生

分析问题能力。最终完成知识目标，即掌握过程控制对象的特性、

理解并会使用检测仪表、控制仪表和执行器，能够描述常用控制系

统的控制原理，能够分析控制系统与工程；进而达到能力目标的培

养，即学生具备仪器仪表设计的能力、控制理论分析能力和控制系

统开发能力，并使学生初步具备工程理念和工程规范，最终成为合

格的“工程师”。 

四、创新学生考核方式 

传统教学以期末考试试卷成绩作为学生课程成绩的评判标准，

这种方式难免造成学生为了获得高分而进行书本内容的“死记硬

背”，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

相背离[16]。在采用新的教学模式后，我们将改革考核模式，学生的

最终成绩由理论课程成绩（85%）+课程实验成绩（15%）所组成（图

1）。 

五、结语 

本文针对 "过程控制与仪表"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和基于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与实践，通过将

过程控制与仪表课程大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植入课程思政元

素，编写课程思政教案[14]，改革学生的考核方式发挥课程育人功能，

引领自动化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科学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等价值观引导与专业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为自动化专业培养更多人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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