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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为

课程思政之本,在改革方向、体系构建和队伍建设三个层面,凝练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课程思政改革的

基本理念。 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足工程学科专业课程内涵构建课程思政体系,将工程背景、工程

实例、工程历史、工程哲学、治学传统、学科历史等作为层级式课程思政载体,通过阐析各层级课程思政

的主要元素,引导学生胸怀大局、立鸿鹄志、探寻规律,达到提升思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的课程思政育

人目标。 阐述课程思政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指出学校和学科的深厚历史传统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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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1] ,并深刻阐明了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大意义、主要任

务和基本要求[2-3] ,指明了高校在宏观上整体把握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4] 的基本方向。 课程思政已

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课题,各院校、专业、教学团队结合自身传统、特色

等,积极开展研究,在课程思政与大思政格局[5-6] 、高校相关改革的系列举措[7-
 

8] 、课程思政内涵与

特点[9] 、课程思政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10] 、教学队伍建设[11]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这些研究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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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设计为焦点[12] ,覆盖众多学科专业门类[13] ,涉及本科和研究生的各类课程体

系[14] ,为高校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上溯至 1920 年中俄工业学校(哈尔滨工

业大学前身)的铁路建设科。 1958 年为响应国家建设需要,蔡乃森教授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创立道

路工程专业,开启了该学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又红又专的办学历

史,形成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优良传统。
近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教育的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贺信精神的引领下,传承哈工大“八百

壮士”的传统精神,积极探索道路工程学科课程群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和实践,突出课程思政的“政

治引导”和“塑造价值观”等方面的功能,构建了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的课程思政体系,明晰了各层

级课程思政的载体、元素及其育人目标。 在改革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课程思政的研究、改革与创

新,既与其他教学研究有着相同的规律,也有其鲜明的特征和路径。 学校、学科、专业、课程建设的

历史传统,则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力支撑。

一、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课程思政改革的基本理念

(一)
 

坚定理想信念,以“立德树人”为课程思政之本

教师应在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

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因此,教师要立足各学科知识

体系的内在联系,立足教育的系统性,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进行课程思政的设计和实践。
(二)立足工程学科专业课程内涵,系统构建课程思政体系

工程学科专业课程应立足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宏观和微观、抽象和具体等不同层面

分析课程优势、特色和导向,构建工程学科专业课程思政体系,探寻课程的主要思政元素与架构,从
历史的维度动态地把握课程思政的发展趋势。

工科专业课程的开设,一般都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背

景。 因此工科专业课程在引导学生胸怀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

工科专业课程教学中通过生动的工程案例,挖掘其中有助于学生“立鸿鹄志”的思政元素,将灵活生

动的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对应、融合起来,帮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解决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问题,从而全面实现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目标。
工科专业课程自有其知识体系,按认识论分层分级地构建课程群的思政架构。 各课程的思政

目标一致,但元素各异又彼此呼应,难度适度又彼此承接,详略得体又彼此配合,生动而深刻、抽象

而具体,通过课程群思政体系的构建,合理有序地引导学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在专业课程学习

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此专业课程群教学自然成为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三)坚守工程学科专业传统初心,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各院校工程学科都有其自身发展历史,这些发展历史都

蕴含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的规律,应从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审视教师队伍建设,以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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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建设为统领,在师资梯队、师德师风、理想信念、学术底蕴、综合素养、工程能力等层面,研究

教师从事课程思政应具备的素养,并提出具体要求,从教学研究、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和党团建设等

多方面入手,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的课程思政教师队伍。

二、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课程思政的体系、元素及育人目标

按照本科和研究生一体化培养模式,道路工程学科课程群主要包括本科层次专业基础课“工程

地质”“土质土力学”,核心课“路基路面工程”;研究生层次的核心课程“路面力学与分析方法” “路

面结构设计原理”“路面结构与材料系统分析”,以及选修课“道路施工技术” “基础设施智能建设技

术概论”“工程伦理”和创新研修课、新生研讨课。 对此,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层递进、由浅入

深、由表及里构建贯通本科研究生层次、持续多年级的课程思政体系。
(一)

 

阐释工程背景,引导学生胸怀大局

工程学科的学习,学生首要关注的是专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因为这关乎每个人的人生选

择和追求。 在过去,专业教师囿于研究领域较窄、学养储备有限等,难以清晰阐释国家发展和行业

的关系,以及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要点。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 40 余年,中国交

通建设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全面客观地阐述了

中国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 教师应从这一高度系统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描绘的

蓝图和发展方略,帮助学生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准确把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宏大工程背景,了解交

通建设事业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系,探寻国际交通行业的差异及其历史演变规律,进而引领学生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胸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二)精心选择并讲好工程实例,引领学生立鸿鹄志

在工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学中常常采用工程实例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寓教于乐,将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易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知识,教学效果好。 这种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在专业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将工程学科专业课程与科研实例结合起来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投身强国伟业的

志向。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团队在工程实例的选择上,一方面注重工程实例的

生动性,在课程教学中融入生动的动画、图片、视频,将抽象的理论学习和生动现象结合起来,学生

学习兴趣大,学习成效显著;另一方面注重工程实例、科研成果的价值性,在每一章节和节段中加入

学科科研成果,特别是校友工程成果的介绍,阐释中国交通强国建设发展之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
(三)

 

讲述工程历史,引导学生探寻专业发展规律

通过介绍工程学科专业及其行业的发展历程,剖析其发展规律,引导学生把握专业未来的发展

趋势,增强专业自豪感,从而坚定专业选择,坚守职业信念和职业道德。 要做好学科专业的介绍不

仅需要教师作精心的教学设计,更需要教师学习历史,掌握历史分析方法,具有基本的历史观,还要

关注社会发展,为学生做好职业导向。
对道路工程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发展脉络,应从史前文明工程讲起,让学生把握工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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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引导学生认识现实社会,更要思考未来。
(四)开展工程哲学的研究,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的目标,不仅要帮助学生构建专业知识体系,开展实践和综合能力的训练,
还要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要在工程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培养学生的工程系统思维和全局视野,尤
其要培养学生将科学和哲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工程学科的创新能力,引导学生理解知识背后的思

想,看清现象背后的规律,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
在工程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层面,必须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实践中让学生掌握思维

方法,领会学术思想,在纷纷扰扰的现象中,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 这实际上是工程

科学背后的世界观问题,亦即哲学话语体系问题,是课程思政改革的重点所在。
在各类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教学团队一直比较注重方法论的阐释,把握归纳和演绎的平衡、

分析与综合的平衡、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等,以科技哲学和工程哲学为指导,基于科技研究的辩

证思维方法构建教学体系,实现知识体系、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与工程教育培养目标的契合,凸显人

才培养中工程知识、能力、思维的重要性。
(五)坚守治学传统,用校训精神培育人才

高品质的课程教学需要高素质的教师来完成。 在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教学过程中,教师群体

的治学风格、人生态度、个人魅力等无疑对学生有非常大的影响。 一所学校的治学理念、历史传统、
精神面貌、价值追求,也在影响和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无疑都是教与学多层次

互动中的重要思政元素。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院士曾说,经过一代代哈工大人的不懈努力,哈工大已形成优良的办

学传统、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和严谨、细致、勤勉、认真的

治学理念已融入教师们的教学实践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 如郭大智教授印刷体般工

整的教学手稿和笔记,深深触动了青年学生的心灵,影响着他们一生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六)

 

回望学科历史,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创建和发展历史,尤其是积淀深厚、人才辈出的学科,其创建史更是一部

生动的思政画卷,蕴含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将其巧妙地嵌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具有触及

学生内心的精神引领作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八百壮士”的故事,彰显的就是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矢志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

拓荒牛精神。 20 世纪 50 年代一大批有识之士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地处偏僻、气候严寒、条件恶劣

的大东北,白手起家创建哈工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南方鱼米之乡优越的生活条件,只为培

养祖国急需的建设人才。 “八百壮士”之一的蔡乃森教授是我国第一位在苏联获得道路学科的副博

士,1958 年为筹建哈尔滨工业大学道桥专业,他自愿放弃同济大学的优厚待遇和上海优越的生活条

件,带着妻儿来到哈工大[15] 。 随同他来的还有他的学生王哲人教授,他们一同创办道桥专业,扎根

东北六十二载,为哈工大道路工程学科的建设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回望学科历史,通过学生

身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对学生进行家国情怀的培育,这样的思政教育更能动人心魄,更能产

生强烈的育人效果。

三、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课程思政改革的历史传统与未来

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的课程思政改革,植根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因此不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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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达成共识,而且学生也能理解、接受,有利于形成专业课程群和思想政治课相互配合、协同育人

的良好环境。
(一)植根于学校教育教学传统,助推课程思政改革与时俱进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在教育教学上具有优良传统的高校,哈工大在长期的发展中其教学理念、
育人思想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20 世纪 50 年代李昌老校长倡导师生学习和应用自然辩证法;
沈世钊院士总结出“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概念清楚、语言精练”的学科教学经验,何钟怡教授对学科

问题的讲解深入浅出、高屋建瓴、发人深省;道路工程专业创始人之一王哲人教授善于将最系统、最
前沿的学术成果转变为教学内容,通过庞大而细致的知识架构、流畅恢宏的课堂语言以及极具启发

性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畅游于知识的海洋中。 特别是他独特的思辨能力,能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结
合实际阐释学术思想、哲学方法,将教学和育人相结合,并根据专业发展、时代需求和学生特点,不
断调整教学内容与方式,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使课程教学成为触动学生内心的育人过程。 这种

春风化雨般的教风,正是当前课程思政改革的方向,即将专业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师资队

伍建设等融合起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努力完成人才培养重任。
(二)

 

面向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推进课程思政改革

促进专业课程群和课程思政的相互配合,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哈尔滨工业大学

作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一直在探索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体系。 要适

应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与时俱进地推进教学改革和创新[16] ,将课程思政始终根植于人才培养和教

育教学体系之中,这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
(三)将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改革创新成果

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积极推进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

养体系的改革。 面对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从哲学方法、科研思想、人生追求等三观问题思考专业

课程教学改革。 在探索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融合中,要关注个性鲜明的青年学生的多种需求。
笔者所在团队围绕课程思政元素,探索开设面向学术前沿的创新研修课、创新研讨课和文化素质课

程,如“哲学视角下的工程与科学”和“大学生活与人生轨迹”等,以课程思政改革助推课程教学体系

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四、结语

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群的课程思政改革,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教学的重要论述精神,将
思政的目标、原则根植于课程教学这个主渠道,基于教育的系统性特征认真研究课程思政的理念、
体系、架构、要素和演变规律,以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在不断推进三全育人的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工程学科

专业课程群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和方法,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工作中始终

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可靠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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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important
 

speech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forum
 

with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etical
 

courses 
 

taking
 

the
 

principle
 

of
 

building
 

strong
 

moral
 

character 
 

as
 

the
 

basis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basic
 

idea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engineering
 

discipline
 

group
 

courses
 

is
 

condensed
 

and
 

proposed
 

in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reform
 

direc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eam
 

building.
 

Based
 

on
 

Marxist
 

epistemolog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engineering
 

discipl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curriculum
 

is
 

constructed.
 

The
 

hierarchi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rrier
 

of
 

curriculum 
 

which
 

includes
 

engineering
 

background 
 

engineering
 

project
 

examples 
 

engineering
 

history 
 

engineering
 

philosophy 
 

academic
 

tradition
 

and
 

discipline
 

history 
 

is
 

presented.
 

By
 

analyzing
 

the
 

main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it
 

can
 

guide
 

students
 

to
 

have
 

the
 

big
 

picture
 

i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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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y
 

aspirations
 

and
 

clarify
 

law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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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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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
 

objectives
 

of
 

improving
 

students 
 

thinking
 

level 
 

delivering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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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ultivating
 

native
 

land
 

emotion.
 

Finall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are
 

explained 
 

and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discipline
 

on
 

talent
 

trai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s
 

cla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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