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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李云平  叶茎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教师对课程内容重新认识，深入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精心设计课程思政内容

与教学形式，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教学过程。本文以“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为例进行思政教学的探索，完

善课程育人目标，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严谨细致的职业素养”等思政元素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给出课程思政的设计思

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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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高

校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用好课程教学的主渠道，各

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教学中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

道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

融入课程教学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1]。继之后，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

提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

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并将其融入课程教学各环节，实现向学生传

递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2]。 

《工程制图与 CAD》是一门受众范围广、学习识读和绘制机械

图样原理和方法的技术基础课，也是工科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具有

工程味道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识读机械图样的能力、开发学生的

空间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计算机绘图与三维数字化设计的能力，是

引导学生认识工程和走入工程的桥梁，肩负着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和

工程素质及多项能力的入门课程[3]。该课程授课对象是尚未接触专

业课的大一新生，具有育人的先导性，挖掘该课程的思政元素，以

课程的知识点为纽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意识和匠人精神，同

时提高教师的育人水平。 

本文以《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为例，探索如何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如何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如何评价课程思政的育人效

果三个方面展开。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工程图样，被誉为工程

界的语言，它贯穿了从设计、制造、使用、维护、保养、管理的全

过程。一图胜千言，工程师的基本功、职业技能及职业精神，通常

体现在所绘制的工程图样中。该课程主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工程

技术人才，必须具有遵守国家制图标准的规则意识、品质意识、成

本意识、保密意识、责任意识，更需要有使命感和报效祖国的爱国

情怀，才能绘制出美丽“蓝图”。 

传统的工程制图与 CAD 课程教学过分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忽

视了对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为此，根据专业建

设方案和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结合课程特点及价值趋向，挖掘课

程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确定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严谨细致、忠于职

守的职业素养，激发对新知识与新技术的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勇于

面对挑战，积极塑造自身专业核心能力的坚定信念，为社会培养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挖掘并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作为教师，应根据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结合受教育者的特点，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不仅仅拘泥于教材层次，需跳出一般的

常规，精选使受教育者心服口服的典型案例，找准思政元素融入教

学的切入点，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

生在收获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实现课程育人目

标。通过对课程内容的重新梳理，深入挖掘，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课程知识点的自然融合，发挥课程的价值

引领作用[4]，《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见下表所

示。 

《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设计 

序号 内容 思政元素融入点 育人目标 授课形式 

 

1 

 

制 图 基 本

知 识 与 技

能 

通过引入图学史，激发爱国情怀；解密图样

在工程中意义与价值，树立课程学习信心；

制图国家标准讲授，引导学生遵循国家标

准。 

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构建职业核心

技能的决心；初步养成遵守国家标

准和规范的习惯；提高审美能力。 

情景带入展示企业工程图样、

优秀制图作品；作品实战一笔

一画自觉执行制图国家标准。 

 

 

 

2 

投影 

与 

基 本 三 视

图 

认识三视图形成及投影规律形成全面认识

事物的思想； 

在点线面的投影规律,引入由简单到复杂的

认知规律。 

严格按投影规律绘制图形；培养观

察分析，勤于思考的习惯；渗透规

则意识，形成科学思维方法。 

课前动手制作实物模型；课中

问题探究将三维的物转化为二

维的图的作图原理。 

 

 

3 

 

组 

合 

体 

组合体画图要求学生在实物与图形之间反

复观摩；组合体尺寸标注要求正确、清晰、

完整； 

组合体构形设计。 

培养空间思维能力； 培养严谨细

致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探索创新

能力。 

项目式教学 

互评找错 

点评提升 

构形设计大比拼 

 

 

 

机件 

视图、剖视图、断面图表达方法；认识物体

表达方法的多样性；根据机件特征,选择合适

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典型案例 

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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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达 

方法 

表达方案。 树立审美观。 表达方案展览馆，取长补短共

进步 

 

 

5 

 

标准件 

与 

常用 

件 

螺栓联接在零部件联接中的重要作用；引入 

“泰坦尼克” 号沉船事件；键、销、轴承

等标准件的选用引入丰田公司零件标准化

设计案例。 

积极发扬“螺丝钉”精神；培养高

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树立标准化意

识及成本意识。 

 

头脑风暴 

案例教学 

示范讲授 

 

6 

零 

件 

图 

绘制零件图完整过程；零件图技术要求—配

合、公差、表面粗糙度；读零件图，引入泄

露图纸对企业的危害。 

培养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态

度；培养学生的质量成本意识；引

导学生树立保密意识。 

典型案例明思路 

项目实战练技能 

小组讨论 

 

7 

装 

配 

图 

引入 “顾两丝” 的大国工匠顾秋亮完成深

海潜水器的精度 1 丝的案例；绘制装配图

过程，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问题。 

弘扬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

发爱国情怀；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

合作精神,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 

项目实践 

小组研讨 

 

8 

CAD 

计 算 机 绘

图 

引入绘图软件垄断“卡脖子”的问题；引入

现代设计方法与手段的介绍，激发学生不断

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 

引导学生树立危机意识；培养学生

学习斗志，练就过硬本领，树立技

能报国的远大理想。 

项目演练 

小组作品鉴赏 

创新设计 

反思总结 

此外，为拓展学生视野，精心遴选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社会热点，

用时代话语，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通过网络教

学平台，向学生推送《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大国工匠》、《凡

人不凡》等相关视频[5]，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勇于面对挑战，

以扎实的技能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设计多元的教学策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教师所面对的学生正发生着变

化。当代的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具有分享型、利他性、参与

性、开放性、多元性的新型特点，他们主动获取知识的意识不断增

强，单纯的知识传授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学习的期待，需要教师创

新教学方法，构建与知识点相关的认知活动，有效组织学生全员参

与教学互动，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提升教学实效。《工程制图

与 CAD》课程采用典型案例教学、同伴教学、翻转课堂、探究式教

学和项目式演练的多元化教学法，营造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互帮互助的合作意

识，培养学生自信豁达的性格[6]。 

建立有效的教学评价 

学生的学习效果，传统采用考试的方式来评价，那么育人的情

感目标如何来量化呢？这是一直以来困扰教学的一个问题。有效的

测评对于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构建有效的测

评方法，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助于将问题及时

反馈给学生，促进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有效测评，根据学习与测评

的关系，可划分为评学测评和促学测评。传统的考试属于评学测评。

目前，比较先进的测评为促学测评，它以促进帮助学生的学习为目

标，测评对象包括学生和教师。因此，《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采

用促学测评提升育人实效。有效测评的方法通常有视觉型测评、口

头测评、书面测评、项目式测评［7］。 

《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实践性强，根据知识点的不同，常采

用视觉性测评（绘制思维导图或流程图）梳理知识、口头测评（分

享绘图心得、识图要领、表达方案）、互动式测评（用于考查对知

识点的正确理解及辨别）、项目式测评（分组作品展示，采用小组

互评和教师评价的方式给出打分）。通过设计灵活的测评手段，从

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全方位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绘图作品所展现出的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与职业素养。 

总结 
落实立德树人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及使命。本文深入挖掘所授

《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思政元素，找准切入点、将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严谨细致的职业素养通过精心设计教学活动，运用有效的

教学方法和可以量化的教学评价手段，有机地融入教学全过程，使

本课程充分发挥工程启蒙和思想政治教育排头兵的作用，为学生成

功迈入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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