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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新工科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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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工科需要重塑人才培养质量观。围绕新工科人才培养中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思政建设难点，需要构建专业基础
课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形成协同育人机制，建立课程思政标准体系，激发教师活力，
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提出课程思政背景下创新创业课程体验式教学方式的实践路径，为现代教育工作者提供教育教学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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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

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

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新工科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形成协同育人效应。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是工程教育改革创新

的重要起点，新工科需要重塑人才培养质量观，培养学生终生发展

和社会需要的核心素养及能力，使之成为立足我国战略发展需求，

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时代新人。以此更新传统的教学认知。运用现

代化的教学方式，推进创新创业课程的完善发展，使其更好地满足

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 提高创新创业课程的教育水平。 体验式教

学作为新颖的教学方式，将其应用到课程思政和创新创业课程的融

合体系下， 推进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发展进程，使创新创业课程

愈发完善，形成符合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创新创业课程机制。建立“课

程思政”的课程改革制度要求专业教师对教授课程在课程体系以及

课程实践进行重新审视。 

一、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工作体系
构建 

随着高校的课程体系分工精细化，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之间缺

乏高效衔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覆盖范围广，是连接公共基础

课与专业课之间的第一座桥梁。新工科背景下，构建有效的专业基

础课课程思政工作体系，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初步认识其所学专业的

社会价值，还能够帮助学生初步理解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从而引

领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学会不

局限于一隅，而放眼全局。 

1. 围绕立德树人，系统优化课程思政设计 

教师也偏重知识传授，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分析课程内容与思政

元素的关系，梳理分类思政元素。针对课程体系各部分特点，设计

思政元素的内容、融入点和融入方式，使得课程的思政设计规范化，

便于推广应用。新工科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和新方

向，是以立德树人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合新文理教育、多学科

和跨学科工程教育的个性化专业教育的教育模式。新工科人才培养

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课程体系顶层设计，加大学科交叉融合与

跨界整合力度，打造综合性、创造性、实践性、跨学科、国际化等

全新课程体系，实现“课程思政”与“创新创业”共同发力，从而

培育学生的主体意识与理性自觉，建立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课程思政背景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体制创新 
当前，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思政建设依然面临一些现实困

境，育人机制上各类课程教师缺乏有效的信息联动交流，效果评价

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模糊度。因此，应结合新工科教育改革，将创

新创业这一门覆盖面广、起到桥梁连接作用的课程作为着力点，创

新课程思政体制机制，使之成为课程思政建设“嵌入点”。同时，

通过建立横向联动、纵向联系的体制机制，有效保障课程思政进入

高校的教育质量监督体系。 

1. 建立协同联动育人机制 

新工科强调主动塑造世界，其愿景是培养具有改变世界能力的

卓越工程人才，主动肩负起造福人类、塑造未来的使命责任。这对

工程教育领域的课程体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要求专业课程体系

要瞄准前沿，也要求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才培养的必备内容，而课程思政能够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 

2.丰富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路径，共创“一二三”教学融媒平台 

共创“一二三”教学融合平台的“一”主要针对实施“创新一

分钟”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创新创业课程教师

的耐心引导下，通过积极探索，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的创新创业发展

新政与现代化行业发展成果，积极学习创新创业先进企业、优秀个

人的经典故事，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并最终凝聚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营造和谐、愉悦的创新创业氛围。例如，在创新创业课程教

学中，进行一分钟展示环节优化设计时， 展现与增强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让学生通过激情讲述成功创业人士的历史故事、描述自

己的创新创业伟大梦想、提出自己对于实际生活的独特创新等，调

动课堂教学的主动参与性，强化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共创“一二

三”教学融合平台的“二”主要针对课堂教育的延伸与扩展，通过

第一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教学的相互融合，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创新

创业比赛活动，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获得“小组合作”的创新小组

有效指导，展现体验式教学的必要性。创新创业课程教师开展“互

联网+创新创业设计比赛”等活动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计算机应用

能力、提高软件工程专业水平，使学生意识到数据科学技术和现代

大数据技术能够满足行业产业发展需求，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专

心致力于软件系统研发设计工作，发挥“技术温度”的作用。 

三、结语 
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技术、开拓创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是

新工科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新工科是围绕产业变革、面向未来的

工程教育改革，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新工科的

内涵，探索专业基础课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是结合专业特点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举措。课程展开优化创新，形成良好的体验式

教学方式，能够增强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学习体验感，强化学生的

创新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职业院校应当从体验

式教学入手，优化创新创教学内容，增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

学效果，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发挥课程思政的导向作用，最终使创

新创业课程体系发展更完善，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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