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12 

以党史教育为抓手，深入推进工程训练课程思政 
吉春和 1  张光胜 2  李雪莲 3  赵苗苗 4 

（1,2,3,4 河南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454003） 

摘要：为进一步提升工程训练课程思政育人成效，中心以党史教育为契机，从理论到实践探究党史教育和工程训练意蕴的价值
同构性，通过教师育人能力提升和学生潜能激发等措施，“活化”党史教育，巧妙自然实现工程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浑然一体、同
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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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最真

实、最丰富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

中云“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习总书记强调：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2]因此，将党史这一“最好营养剂”和“最宝贵精神财富”

融入高校立德树人，引导高校青年学生知史学史、学史明志，已成

为新时代建党强国的当务之急。 

目前，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已成为高校开展党史教育的研

究热点，然而，高校其他课程开展党史教育的教学研究却知之甚少。

我校工程训练中心作为本科生实践育人的主战场，每年承担 8000

多人的实训教学任务，在全面推进工程训练课程思政的大环境下，

探索将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

自身建设史” [1]所展现和凝聚出的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中

国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工程训练育人环节，使学生在学习知识、能

力提升的同时，自觉、主动接受党史教育的熏陶。 

一、提升育人能力，不断强化教师铸魂本色 
《素书》有云：“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要将党

史教育自然化、兴趣化的“润物无声”融入工程训练育人环节，育

人者须先育己，方能提升育人能力。为此，我校工程训练中心多角

度开展教职工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制定 “正、讲、研、行”四部

曲，助力教师补足精神之钙、把牢思想之舵、高扬信仰之旗。 

1.重“正”，坚定教师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中心严格按照党史学习教育“六要”“五个必须”原则[3,4]，积极

开展教职工党史学习教育，提升教师自身正确的党史观和育人能

力。如为教职工发放《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精

神谱系》等自学书；组织教职工结合自身工作生活集体研讨“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主题的活动；带领教职工深入红色教育基地红旗渠、焦作十二

会红色基地、焦作八英纪念馆等，观看党史纪实电影、党史教育宣

传片《长津湖》、《信仰》、纪录片《大国崛起》、《大国重器》等，

学习和感悟党的百年发展和百年辉煌成就史；以党支部为统领，各

教工支部、工会小组为单元，组织教职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征文、

书法、故事演讲、唱红歌等活动。 

2.重“讲”，人人争做党史故事的传播者和宣讲者。 

为了让党史教育入心入脑，中心积极开展教职工“人人争做红

色故事的宣讲人”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举办教职工“诵读红色家书，

讲述英烈故事”；“三八妇女节”组织女教工参观学习焦作八英纪念

馆和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巾帼英雄”的感人故事，如刘胡兰、赵

一曼等；建党百年之际，组织收看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

话，分享学习心得，集中研讨；利用课余组织各项目组百年党史征

程中所涌现出来的行业标兵、技术能手、大国工匠、劳动模范、大

国重器等的故事宣讲比赛。如宣讲“数控机床的活字典”的“三秦

工匠”李晓佳、“焊花飞扬”“大国焊匠”王建伟、“军中绣娘”潘

玉华等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传播和弘扬大国工匠和劳动模范们的

优秀品质。 

3.重“研”，用“史实”说话“活化”党史教育。 

学以致用，这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最终目标。为了能让党史教育

“活”起来，各项目组教师开展党史教育和业务教育深度融合研讨

会，结合项目技术的特点和党史实人实事，重点对育人目标制定、

思政元素挖掘、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组织编排、实训作品研发等环

节进行集中研讨和实践，研讨在工程训练理论讲解、示范演示、实

战演练等教学环节如何实现将党史教育由“虚”到“实”层层推进；

研讨如何利用工程训练课程特点，克服传统思政课“说教”的单一

性，让党史教育“活”起来，激发学生学习教育的兴趣性、自觉性、

主动性和积极性。 

4.重“行”，倡导教师争做课程党史教育的领跑者。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营养和动力，重在“行”。中心在前期集中

学习和研讨的基础上，最终将党史教育的思政元素重点定位在正确

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提高职业道德素质；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优良传统；强化责

任担当等几个方面。集中挖掘和“活化”党史中典型的人物事例，

让党史教育在工程训练育人过程中鲜活起来，通过学生动脑动手呈

现出作品。各技术项目组推选出了党史教育的优质领跑者，并通过

专题教学能力竞赛、教学传帮带等活动，让党史教育在工程训练课

程思政的氛围下“动起来”、“火起来”、“活起来”，自觉形成了一

种严肃活泼、生动热烈的育人环节。各项目组研发出了首批工程训

练党史教育实训作品 40 余种，如普车组宣传党依法治国理政的“正

义锤”和党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警示长鸣钟”；数控组中国航

天梦“神舟号”宇宙飞船、红色理想信念“党在心中”；激光组的

宣传党百年征程和辉煌成绩的激光剪纸作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立体智能拼装”激光切割作品；铸造组研制出象征中国

革命精神火源的“希望之灯——小小煤油灯”。 

二、重兴趣激潜能，提升学生党史教育成效 
当前，高校青年学生大多为“00 后”，很难切身体会到党的苦

难奋斗史和中国曾经的贫穷落后。如何有效将党百年奋斗史巧妙融

入工程训练育人过程，既提升工程能力，又增强青年学生对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教育的重点。为此，通过研

讨和实践，确定了课程党史教育“趣、主、创”三维教学法。 

1.重“趣”，激发学生学习的本真性和原动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才能“教学相长”，才能充

分激发学生学习的原动力和本真性，也才能营造一个宽松、和谐、

积极向上的学习范围。中心深入实训教学现场，针对不同专业 400

多名学生的进行现场调研、书面问卷，来收集整理大学生的兴趣点

和关注点。整理显示，排列榜首的热点是“中美贸易战”“华为制

裁事件”“疫情防控”等，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国内重大事件（如“神

舟”12 号升天）、挑战类游戏、新四大发明等，热词主要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结合这些兴趣点、热点和热语，教师们挖掘与之匹配的工程训

练思政元素。以普车项目组为例，以中国航天梦为契入点，讲述“大

国工匠”最牛“手艺人”普通车工施品芳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

精益求精专攻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气密试验接头的感人事迹[6]，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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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弘扬其永不言弃、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在示范演

示环节，教师身先示范，演绎精益求精的技艺，以榜样的力量影响

和带动学生；在学生实战演练环节，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加工“正义

锤”、“警示长鸣钟”和“神舟号”飞船等。将学生兴趣、能力培养、

德育教育进行了巧妙结合，很好的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身原

动力，弘扬和传承工匠精神，体会国家自信、制度自信的丰收成果。 

2.重“主”，提升学生学习和实践的主观能动性。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兴趣

一旦被激发，主动求知的好奇心、求新心理就会被刺激，学习的自

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猛增。为了给学生营造兴趣浓厚的教学

氛围，教师综合采用问题式、讨论式、开放式、互换式等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创新学习。如 3D 打印技术项目组以“同学们，

你们知道全部以木质为结构的故宫为什么六七百年屹立不倒吗？”

“故宫构造精巧、造形美观的飞檐峭壁是如何形成的吗？”等为问

题开启课程教学，提出教学任务“3D 打印智力拼装斗拱结构或榫卯

结构储钱罐”，教学中自然而然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化瑰宝：“斗拱

结构”和“榫卯结构”，同时，实训作品又添加学生热爱的智力拼

装元素于其中，玩中学，学中玩，学生学习的兴趣性和主动性猛增，

教学成效也突飞猛进，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悄然入心。 

3.重“创”，提升学生开拓创新的能力。 

创新来源于知识，创新来源于实干。“创新”是工程训练最突

出的教育特点。工程训练是大学生入校后的首次动脑动手的技术实

践活动，是以作品为周期的工程实践，是集工程知识学习、能力提

升、综合素质提高培养于一体的实践性活动，创新性是其他课程无

法比拟的。各项目组从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组织等方面将激发学生

的创新意识、挑战意识，将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放在育人首

位。如激光项目组，利用激光技术挑战中华优秀传统剪纸技术，这

本身就是开拓创新，面对纸张易燃的难点，项目组教师带领学生一

起摸索、尝试，终于寻找到了解决办法，并在挑战过程中实现了由

一次性剪切一张纸到多张纸、多层纸，大大的提高了剪纸效率，剪

纸成效不输传统。但在剪纸作品内容上，保留了传统剪纸多元化的

特点，如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等，内容多样、形式不一，鼓励学生

自主设计内容和图形，在学习中挑战自我，在挑战中提升自我，同

时创新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三、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7]河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创新开展工程训练课程的党史学习教

育，铸魂补钙，汲取营养，提高教师自身育人能力，引领青年学生

在工程训练中接受党史教育，坚信仰，明方向，立宏志；在党史教

育中提升工程能力，学技能，练本领。希望工程训练与党史教育融

合模式的摸索，能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及党史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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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STM32 的物联网污水净化处理监控系统结构框图 

四、系统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 
本系统用到的软件设计有 PLC 软件程序设计，主要用来控制电

机，进而控制处理系统的进水口、出水口、药剂箱阀门；单片机软

件设计用来数据的出来；GSM 通讯模块设计用来做好节点传感器的

数据传输功能。用到的硬件有电机控制器、STM32 系列单片机、GSM

通讯模块和串口通讯模块。 

五、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物联网的污水净化处理监控系统能够对污水有

效处理的各个节点得到有效监控，并将监测到的水位，PH 值及设

备信息通过物联网进行收集整合，将下属设备的水量、水位、水质

以及设备状态信息通过物联网进行收集、整合，由 STM32 中央处理

器接受的各节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现低污水处理整个过程的实

施控制，减少人工操作[5]，极大减少成本输出，进入推动污水监测

和合理科学排放，降低污水不良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最终实现生

活污水、工业污水和养殖污水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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