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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路径探析 
张艳丽 

（华北科技学院  北京  101601） 

摘要“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已在高校各专业得到普遍认可，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
是相对于文科专业而言，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理论的建立显得较为薄弱，二是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虽然已得到广大师生认可，但实践
过程依然困难重重。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以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对高校本科理工类
专业进行思政教育，发掘高校本科理工类课程思政教育的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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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教育的中
心环节，指出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方向。然而，高校思政教育的实现
不能只依靠思政课程，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 [1]因此，“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应运而生。 

“课程思政”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高校各类课程
教学体系的全教程，深入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使
高校各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都融入‘思政’味，构建全课程育人格
局。” [2]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探讨如何在
教学过程中将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专业知识教育中。然而，
对于理工科专业而言，由于专业课程性质多为自然科学，课程特点
多具有专业理论性、实操性和技能性，很难将其与人文、历史、思
政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相结合，这成为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实现
的一大难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实践方
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寻求实现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经调查研究发现，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实现有赖于人才
培养目标的调整、教师自身队伍的建设及学生积极性的提高，基于
此，我们提出如下几个建议： 

1.将思政教育作为理工科专业课程首要的培养目标 
在以往的理工科专业教育培养目标中，多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

应用技能的培养，课程教学以揭示科学自然规律、学习自然科学知
识为主要内容，这就使理工科专业课程很难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基
于此，我们有必要调整专业培养目标，将思政教育提高到理工科人
才培养的首位。在课程目标制定过程中，高校教师需要探讨一个重
要问题：“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把“人”作为核心目标，先培
养一个正确的人，然后才能使其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才”。因此，习
总书记所强调的“立德树人”应该成为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培养目
标的核心。这里的“德”不仅仅是传统优秀品德的建立，更要赋予
其新时代的内涵，在当前科技强国的迫切需要下，理工科专业课程
目标要立足于我国的科技发展历史，教育学生既要有国际视野，更
要有强国复兴的人文情怀，提高学习目标定位，建立、健全科学的
学习观。在此基础上，先培养出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世界格
局的“人”，然后再将其培养成应用型、专业性、技术性等相结合的
复合型人才。 

2.高校教师要深入研习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内涵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

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
任。”习总书记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问题。自
2016 年习总书记发表讲话以来，许多论者纷纷探讨课程思政的方法，
但少有人关注课程思政的实施者——教师群体——对课程思政理念
的认识与学习。只有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有了科学、深入的认
识，一切的方法才能行之有效。因此，对于理工科课程思政教育而
言，高校理工科教师思政学习及研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长期
以来，高校教师在理工科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要么是本专业的“学
术大咖”，要么是带其做科研项目的“老板”，而“围绕、关照、服
务”学生的教育工作者较少，这种传统的形象不利于高校教育工作
者对理工科生进行思政教育。《论语·子路》中说，“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高校教师，我们首先自己要
先具有家国情怀、服务社会的理念，责任担当的意识，然后才能教
育出同样的学生。因此，高校教师的身教大于言传，课程思政的建
设要先从教师自身教育观念的改变入手。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思政教育，也不仅仅是将教学内容与
思政内容相融合，而是将教学作为一种教育来认识。如果教学仅仅
是技能的培训、知识的传授，就没有达到教育应有的效果。德国教
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

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手段的目的。”[3]

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教育的目标首在“立德树人”。有
论者指出，“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要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平
衡，解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帮助学生掌握观察分析自然与社会的
方法，形成科学严谨的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4]就此意义而言，
高校教师必须认识到，理工科生在教学过程中接受课程思政教育，
不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而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培养
及思维理念的建立，是在实践过程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唯
物主义思想方式，掌握科学的观察、分析自然的方法，真正达到科
学的“格物致知”。因此，“课程思政”对于理工科专业学生而言，
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也不止于爱国、爱党等道德情操的熏陶，还
包括专业技术技能的培养，科学思维方式的建立，它对高校理工科
教师的教学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尝试。 

3.以学生为主体，建立新的课程思政教学观 
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课程思政也不例外。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中，我们始终要聚焦于学生。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围绕学
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
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
高校教育工作者，不是高高在上对学生进行思想的说教，乃是谦卑
下来，在了解学生思想水平及需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因势利导。
习总所说的围绕、关照和服务学生，不仅是对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
的要求，更是我们实践课程思政，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方法。 

基于此，“课程思政”教学观的改革不应只停留在课堂讲授内容
与思政教育的结合层面，更重要的是，教师要研发多种课堂教学形
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并积极
接受与专业领域相关的思政教育。比如在讲授《材料科学》过程中，
不要仅仅采用传统的教师“一言堂”授课方式，可以先给学生布置
预习任务，预留课堂讨论问题，结合材料相关知识，引导学生积极
查阅我国材料学发展历史，讨论材料专业领域 新前沿成果，对具
有学术争议性的问题进行思辨性的探讨。具体操作上，可采用小组
分工、课堂讨论、分队辩论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在
主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了解我国材料学发展史，老师在课堂上进行
提纲挈领的引介和点评，引导学生对材料专业知识既有历史性的认
知，又有国际化的视野，同时对相关研究内容产生兴趣，树立为国
富民强而献身于科研的理想，培养新时代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据统计，我国高校毕业生中，理工科占比为 64%。高校理工本
科专业不仅为我国社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也为各类研究机构输送
大量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因此，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实
现关系到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作为我国科技发展
的储备力量，高校理工专业的本科生肩负着民族振兴、科技强国重
任，尤其在当前科技竞争的国际化视野下，理工科生在本科阶段得
到有效的思政教育，就会避免不必要的人才流失，为我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强有力的科技基础。因此，我们今后要
更多关注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的课程思政教育，探讨更多科学的理
念及行之有效的方法，为我国高校本科理工类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尽
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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