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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考 
孙玉芳 

（黑龙江工程学院  黑龙江省  150050） 

摘要：在当前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与进步背景下，促使高校创新自身教育理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帮助学生掌握专业

技能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学生可以成为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大部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都交给了思政教师或

者辅导者，这样的教育模式对学生而言过于局限化。因此在当前各个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背景下下，应当建立起专业知识与思

政内容之间的联系，教师可以将其作为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下面将以《机械控制工程基础》为例，深入挖掘这一课程中具有的思

政资源，采取多样化的措施实现对大学生的综合全面教育，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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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trol”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n yu fang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ilongjiang  150050）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education，to promo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nnovate their own educational concepts，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to help students to 

master professional skills，but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o ensure that students 

can become social needs of compound talents. Mo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handed over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or tutors，and such an education model is too limited for students. 

Therefor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eachers can take it a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The following will take the "Foundation of Mechanical 

Contro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 this course，take diversified 

measures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establish scientific ideas 

and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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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应

当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关键环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

将该项工作落实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课堂教学作为三全育人的主要渠道与途径，教师需要充分挖掘与探

索课程中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

价值，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

育之间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在人文素质教育比较薄弱的工科专科，

需要学生掌握对应技能的同时，树立起良好的理想信念，弘扬中国

精神，实现对人生价值以及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 

1.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与措施分析 
1.1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本文将根据高校机械工程控制基础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改革。因为本课程作为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根据其内

容分析，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涉及许多数理有关的知识，概念

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学生们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习难度

显著提升。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学生们需要掌握时域法、根轨迹

法以及频域法实现对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实现综合校正，保证

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对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能力显著提升，为后续的

课程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理念与性质分析，首先教师可以通过

工程学科领域有关科学家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无限的奉献精神，向

学生传递一定的正能量，使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与

价值观。其次教师通过控制系统实现案例教学，促使学生的自身素

养显著提升，形成良好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在实际教学中应当展

示出国家在自动控制领域中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保证学生更好

的认识到科学研究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使学生可以更好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责任与担当。 

1.2 课程思政建设有效措施 

首先需要优化与调整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教学大纲，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位置，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完美融合。学生的知识吸收能力以及学习自觉性构建全方位一体化

的育人机制，坚持着课程思政教育的这心目标，实现教学手段与策

略的全面优化，保证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与掌握所学知识，为进入

到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提供全面保障。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机

械控制工程基础”教学大纲，设计全新的教学流程，同时结合“机

械控制工程基础”中一些经典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保证在实践教

学中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案，记录好教学的效果，实现全面的改进与

优化。 

2.“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2.1 缺少课程思政责任意识 

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背景下，促使高校的教育教学方向与策略

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国家以及教育部门提升了对课程思政教育

的重视程度，因此高校需要响应国家的号召，调整思政教育模式。

然而目前高校对课程思政理解与认识不够充足，并没有达成共识，

教师比较注重德育教育，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教育，所

以许多课程都出现了滞后或者与时代产生矛盾的现象。将思政内容

融入到课程中开展教育教师过于被动，要求学生将精力都放在专业

课程学习中，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专业技能培训中，将课程思政教

育视为是辅导员或者思政教师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样的错误思想认

知影响了思政教育的改革，浪费了教学资源，进而学生的学习行为

与态度比较消极。 

2.2 思政元素过于单一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教育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学生掌握理论学

习理念，还应当动手操作，实现对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动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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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掌握对应的原理。为了保证学生在完成学业都可以顺利走向不

同工作岗位，教师需要适当的引导，促使学生自主探索，树立学科

合理的工作精神与职业精神，发散学生的思维，实现技能提升与知

识学习之间的完美融合，保证两者可以共同成长。然而许多教师过

于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融入思政元素，忽视了典

型题材的分析，不利于学生职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提升。站在另一

角度分析，一些教师并没有掌握新时代背景下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

程发生的变化，忽视了思政教育的价值，所以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

之间成为了独立的个体，无法发挥出高校育人作用。 

2.3 教学模式过于落后 

在教育改革全面深入背景下，学生学习压力显著提升，在有限

的教学时间内需要完成更多的学习任务。所以在实际进行机械工程

控制基础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做好引导与教育工作，分析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基本理论知识，设置对应的实践环节，实现对学

生的手脑综合锻炼。为了保证学生可以跟上课堂教学节奏，教师应

当提升教学高度，顺应现代化教育的发展，明确教学策略，对学生

进行严格的要求。然而许多教师教育教学经验不足，基本都是按照

自己的主观意识教学，实现机械式的灌输，影响了最终的教学效果

与质量，导致学生的基础比较薄弱，学生的学习过于被动，无法实

现个性化发展，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3.“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策略分析 
为了全面落实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的改革，发挥出思政教育

的价值与作用，学校应当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掌握学校专业

课程改革的需求，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融合，促使学生自由

发展，彰显学生主体价值，保证学生学习兴趣与动机显著提升。与

其他学科相比，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难度系数显著提升，教师需

要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与职业素养，加强优质课程的开发与整合，

优化教育教学模式。 

3.1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作为开展课堂教学的实施者与策划者直接影响着最终的教

学质量，保证学生养成良好的三观与素养。作为新时代教师，为了

满足课程思政建设要求，需要具有良好的育人能力、综合素养，所

以高校需要加强对师资力量的建设，从思想层面提升个人综合认知，

保证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立德树人终极任务指

导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专业课程教育内容，形成完整的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其次，在开展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教师之间还需要进行深度的

经验交流，反省自身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许多教师对课程思政教

学的理解不够深刻，教学水平不高，无法实现两者之间的融合。因

此学校应当邀请思政专家与教学专家，开展思政教学专题讲座，提

升学校教学实力，保证教师可以更好的掌握思政教育理念。同时还

可以分析一些成功案例，使教师收获更多的知识与技能，认识到自

身存在的不足，实现全面的创新。 

最后，学校也需要定期开展教学研讨会，充分发挥出思政教育

的作用，集思广益，促使教师交流教学的心得，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有效开发与合理运用，进而教学质量与水平显著提升。从管理角度

分析，管理机制体质的改革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学校需要根据时

代发展进程，全面且细致化的分析教师教学能力与教学内容，考虑

学生实践能力、出勤率与竞赛成绩，彰显学生在课堂的主体位置，

进而使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果。 

3.2 整合思政教育元素 

在实际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考虑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

的特点，实现对文化基调与价值内涵的深入挖掘与探索，整合专业

课程内容，丰富教学载体，实现教育与育人的综合全面培养。首先，

教师需要根据学生们的认知规律以及兴趣爱好深入探索与分析思政

元素，有目的性的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与其他学科相比，机械

工程控制基础课程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教师需要按照不同历史题

材，丰富课程教学的内容，拓展学生学习视野，使学生掌握中华优

秀文化，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文化信心与辩证思维能力，

了解学生自主动力与实践真实条件，引导学生积极表达自身的想法，

掌握不同的学习规律，通过问题引导实现综合对比，发展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许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才能够开展学习，所以教师

教师需要加强指导，带领学生们学习更多的思政元素，学习一些优

秀且经典的事迹，对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程改革与创新有着一定积

极影响，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会形成良好的工匠精神与科学

方法论，站在不同视角认识世界。高校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因此为了形成良好的工程思维，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们根据个人生活

经验自主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工匠精神，能够乐于

奉献，坚持不懈的开展工作。 

3.3 积极开展教新学模式 

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更多适用性综合复合

型人才，因此教师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开展多元化导学机制，创新

改革的教育教学模式，实现对现代化信息技术与高科技技术的灵活

运用，丰富教学的形式与内容，保证学生获得不一样的学习感受。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至关重要，教师应当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严格按照点、线、面课程教学逻辑，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明确

教学的任务与目标，使学生有方向性的学习与探索。在此过程中，

教师应当利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实现对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

全面评价，发现学生存在的不足。通过综合全面观察，看待学生、

综合评价学生，构建三位一体的教学评价模式，保证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建立起良好的自我认知，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实现

全面教学改革，优化教学内容，构建高效课堂。许多学生都能够树

立起自主自觉的学习信心与动力，在学习专业课程中保持着积极向

上的学习态度。 

4.结束语 
根据上述文章叙述，在当前教育不断改革与创新背景下，高校

需要转变自身教学理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对学生的

综合全面培养，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核心素养与道

德品质。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深入挖掘与探索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

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对教学资源的科学合理运用，明确教学的重

点，实现核心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与教学目标，秉承着以人为本的

教学理念，加强教育引导，促使学生深入分析与探索，树立良好的

三观，实现综合全面成长，成为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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