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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专业中课程思政的构建

原 伟 1， 王 丹 2， 张 华 1

（1.河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郑州商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在专业课程的授课中，教师如何有效解决课程思政教育“碎片化”“生硬感”等问题，是实现思

政教育“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作用的根本。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整合并教授给学生，可以让学生

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正确的价值观。文章通过分析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布卢姆

（Bloom）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对课程思政内容层级构建的引导作用，从教育理论角度和课堂实施环节寻求

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的一般路径。结合城市设计课程的思政内容探索，提出了系统化构

建课程思政的措施与方法，指出专业教师应从定位、认知和实践三个层面强化课程思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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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工程教育的改革创新［1］，

教育部于2016年提出新工科概念，并于2017年2月公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的通知》，紧接着出现了“复旦共识”“天大共识”“北京指南”新工科三部曲。新工科建设明确了

高等院校要积极对标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所在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发挥重要

作用。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特别强调了教育的要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要有真才实干，又要有高尚品

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

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2］。因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成为

贯彻落实新工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高校人才高质量培养的关键所在。

一、工科专业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起始于 2005年上海高校进行的以“学科德育”为核心概念的课程改革，通过各高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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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内容，形成一系列课程思政的探索，如上海大学“大国方略”课程、复旦大

学的“治国理政”、上海交通大学推出的“读懂中国”、同济大学推出的“中国道路”课程等。这些课程

紧扣时代脉搏，回应大学生关切，深受学生喜爱。这些课程均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将思政教育有

机整合到各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使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课程相向而行，产生协同效应，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将所学的知识技能内化为自己

精神世界的有机构成，帮助学生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在专业课程中推进课程思政教育，《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要结合专业特

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文学、历史学、哲学类专业课程，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农学

类专业课程，理学、工学类等专业课程中思政教育重点有所不同。其中，工学类专业课程中的思政

教育内容，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

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3］。在课堂教学中，思政教育主要依靠教师在知识教授中，将具体专业知识背

后蕴含的科学理念、科学精神、认知规律等内容讲解给学生。学生“听名人轶事，思考自我人生”，自

然而然地形成思想共鸣。因此，专业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教师是否恰当地将德育点适时传递给学

生，如若不然，则会使思政课程教育显得生硬割裂，形成思政学习中的“碎片化”“生硬感”。大学专

业课程占总学时比例在 80%以上，贯穿整个大学时期，覆盖 100%大学生群体。如果专业课程中的

育人作用不能很好体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不会有所保障。课程思政教育要求专业课程应聚

焦育人的价值本源，明确专业教学活动“为了实现什么，应该怎么做”［4-5］。因此，高校教师应积极探

索专业课程中思政教育的教学方法，这对于工科专业教育中构建体系化的课程思政教育是十分重

要的。

为在工科专业中有效开展思政教育，首先，要充分挖掘工科专业思政教育的特性，结合工程伦

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其次，作为

课堂教学第一负责人的教师要能对思政内容的认知层级有所甄别。结合学习认知理论构建思政内

容体系，并在授课过程中完整呈现。学生应以理性思维吸收思政教育内容；最后，结合工科课程教

学设计、课堂教学等环节，将严整的思政逻辑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将看似无序、碎片化的思

政内容与逻辑线清晰的专业课程整合为专业思政教学体系。

二、工科专业思政教育中的理论支撑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于 1956年提出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可

以划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6个层次［6］。2001年，美国著名课程专家安德森和克拉

思沃尔等学者一起对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进行完善和补充，打破了既有布卢姆教育目标认知领域

单向维度的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目标的二维框架：知识维度和认知过程。知识维度具体

指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认知过程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

和创造 6个维度［7-8］。其中，记忆、理解属于认知的低阶目标，应用、分析属于认知的中阶目标，评价

和创造属于发展学习者的高阶思维目标，需要施教者高度关注并持续探索和完善。二维向度的布

卢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工科专业思政内容的层级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

低阶教学目标着重于知识的学习，中阶教学目标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高

阶教学目标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工科思政教育内容与专业课程教学的融合，仍然属于专业教学的范畴，因此，在工科

专业课程教学目标设计中，通过布卢姆（Bloom）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对思政内容的教学进行逻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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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构建，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机植入思政教育内容。从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6个

层级对工科专业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进行融合设计，逐步实现低、中、高阶课程思政的教学目

标，让学生从不同的认知角度深刻理解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内容。

三、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内容的构建

（一） 城市设计专业及其思政内容

工学类的城市设计专业是一种关注城市规划布局、城市面貌、城镇功能，并且尤其关注城市公

共空间的一门学科。本专业的意义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与空间场所、多种城市运动与城市形态、自然

要素与建成环境之间建立对应与关联，把场所营造、环境管制、社会公平、经济活力等多个线索整合

在对城市品质和地方特色的创造之中［9-10］。由于城市设计专业学科思维的多元性、研究对象的多样

性、理论知识的庞杂、蕴含文化背景的复杂以及涉及学科内容的多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出现内

容越学越多、设计工作量巨大的错觉，大多数学生学习呈现“虎头蛇尾”的情况。该专业既具有工科

专业类的理性因素，又具有人文学科类的感性因素。因此，城市设计专业教师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

学环节中对学生进行积极的鼓励和引导，而这些恰恰是工科思政教育所蕴含的重点内容。为了让

学生系统有效地进行专业学习，需要构建一个与专业学习内容对应的思政教学知识体系。

从布卢姆（Bloom）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和工科思政内涵出发，挖掘专业教育与思政学习的对应

关系。

（1）从城市设计知识理论和原理中挖掘，主要培养城市设计能力和知识的多维度构建。思政教

育以城市设计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情怀及辩证思维为主，如《考工记》《管子》等典籍中强调的整

体观念，平江府（苏州市）结合自然人文环境而进行的城区水陆“双网格”布局等，避免学生因接触大

量西方设计原理而从思想上忽略对传统人文哲理等内容的汲取。

（2）从城市设计过程和成果中挖掘，主要内容是存量型更新和精细化空间环境设计和优化管

理。思政教育主要以强化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充分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为主。

（3）从城市设计优秀案例分析中挖掘，如先进城市设计实践、旧城更新改造实践等，通过思政教

育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并强化和完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4）科学的探索精神由专业学习中的研究型学习来体现，引导学生构建设计逻辑主线，参与体

系化的城市问题调研等。思政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例如，

在存量背景下，结合城市文化内涵设计具有特色的城市风貌等。

（二） 城市设计思政内容的体系化建构

通过分析工科专业思政的内涵，挖掘城市设计专业中的思政内容与之对应，结合城市设计教学

实践构建体系化思政教育内容。首先，依据布卢姆（Bloom）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对思政内容进行低

阶、中阶，高阶的层级划分，使思政教学不是单纯的内容灌输，而是让学生通过记忆、理解、应用、分

析、评价和创造，对思政教育形成共鸣和认可。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的认知层次

采用特定的授课方式。如，哲学思想类通过讲授方式，科学探索精神类通过主题讨论、设计成果交

流评析等授课方式来实现等。通过前两步操作形成思政内容认知与授课方式对照（表 1）。最后，在

授课环节中，结合城市设计教学执行大纲将思政内容认知与授课方式对照表内容融入城市设计的

教学过程中（表 2），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在专业教学中整体构建思政内容，使学生在专业学习

中自然而然地接受课程思政教育，升华人生价值观和科学研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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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科专业课程思政中的师生引领

为保证课程思政的有序展开，专业教师需要从课程思政的定位、认知、实践三个层面来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的定位层面。教育的价值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思想道德素质是其核心和灵魂。

因此，思政教育应强调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相向同行，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课程

思政应在专业课程中重点教授育人的价值内涵，明确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为了实现什么目的，而具

体怎么去做”。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可在教学各环节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使思政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被学生接受，实现知识技能提升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

课程思政的认知层面。教师是教育事业的一线实践者，是人才培养的推动者。专业课程教师

应在专业教学中坚持立德树人、厚植家国情怀，做好思想引领工作。从思政认知层面来指导专业课

表1　思政内容认知与授课方式对照表

知识维度

事实性知识

概念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元认知知识

达成的目标

低阶目标

城市设计中蕴

含传统哲学思

想；人与自然间

的整体观念等；

理论知识中的

人文情怀及辩

证思维等

中阶目标

增进民族自豪感，促进特色设计成果

出现；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培育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充分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强化学

生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化；掌握城市设

计中的广泛性联系思维

高阶目标

培养批判性思维、

创新意识；培养学

生勇于创新的思

想，树立高尚的情

操；对设计问题、

成果进行评价等

授课方式

1.教师理论知识讲解

2.多媒体视频，网络等

资源的课堂或课下网

络平台的互动

3.设置一定主题，学生

进行主题理解汇报等

1.案例分享法

2.学生学习心得汇报等

1.设置目的性问题，依

学生完成情况，反推专

业课程的教学环节

2.培养学生建立设计研

究关系的逻辑关系图，

如框图、树形图等

1.设计成果教师点评

2.学生成果公开评图

3.设计问题交流讨论

4.师生间一对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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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专业课程教师应时刻关注国家发展需要，肩负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真真切切把为国育人

作为崇高的教育目标追求，不断充盈自我的职业荣誉感和认同感，主动将思想政治与专业课程的知

识体系进行整合，强化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育人目的，提高课程思政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课程思政的实践层面。在课程思政的推进中强调人文关怀。学生是专业课程教学的对象，专

业教师应维护学生尊严、肯定学生价值、满足学生学习成长成才的需要，关注学生的生活状况和精

神世界。同时，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技巧，积极完善课程思政建设的需

要，从而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过程就是适当地

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案例，将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动机和

表2　思政教育内容在课程执行大纲中的融合

日

期

11月03日

11月06日

周

次

9

星

期

2

5

学时

4

4

教学内容

1.题目开题

内容：分析和阐述城乡规划设计、城市设

计以及建筑设计间的关系；从学生熟知的

设计层面来了解城市设计的内涵；明确城

市设计的本质和常用理论基础知识；掌握

城市设计的调研方法

重点：城市设计的调研方法

方式：集中多媒体授课

2.课程中的思政主题

a.培养学生辩证的唯物主义观，通过课程

的学习让学生具有客观分析问题的意识；

了解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下城市设计

的特点，了解国内城市设计在制度优势下

的发展情况——雄安新区规划设计；强化

学生民族自豪感，充分理解和掌握科学发

展观

b.教师理论知识讲解、学生主题汇报等

1.现场调研

内容：结合设计任务书要求和对城市设计

的初步理解，到城市设计基地——二七广

场中心区调研，收集当代知名及经典的城

市设计案例

重点：调研内容的体系化展开，而非泛泛

地拍照片记录，学会体系化的科学调研

方式：组内自由结合，分解调研任务

2.课程中的思政主题

通过对二七广场中心区空间、结构、历史

文化等内容的调研，了解历史文化在城市

中的传承，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理性看

待现存的城市问题，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

习惯、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探索精神

学时分配

理

论

4

4

实

验

对学生的要求

1.课前

a.学生通过微信或QQ群建立设

计学习小组

b.了解国内当代典型的城市设计

案例

2.课下

a.明确城市设计初期的重点及设

计任务书要求；建立客观调研分

析体系

b.在思政层面，解读雄安新区规

划设计案例，让学生了解重点建

设项目中国家制度的优势，培育

爱国情怀和建设国家的使命

1.课前

学生明确调研内容的重点，能熟

练使用SWOT等调研方法

2.课下

a.结合资料的阅读和查找、现场

调研的情况，准备汇报内容

b.在思政层面，通过构建汇报内

容的逻辑关系，强化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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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从而实现专业理论与思政实践的相互融合，实现专业教学与高校育人的有机统一。思政课程

的实践可将课程教学与实际生活实践联系起来，拉近社会实践与专业课程间的距离，实现教学内容

的实践性、思政性。

课程思政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职业素养和使

命感。为此，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应从主观能动性、分析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3个方面来领会课程思

政的内涵与要求。

主观能动性是指学生在学习中积极调整自身的学习态度，强化学习中的主动性，适应多元的教

学内容与方式，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和课前课后的学习任务，开展协作式学习与探究式学习，以契合

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的要求。

分析问题能力则要求学生掌握所学专业知识及人文、历史、经济等学科交叉的知识技能，并能

应用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对一定的素材进行问题分析与评价，形成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完善对所学专业的认知，厚植家国情怀，形成问题意识，培养批

判性思维，强化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专业素养，进而理解课程思政中对于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要求。

五、结语

对于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投入的精力与时间最多。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入和强化思政教育

内容，既是对目前大学思政教育的审视，也是高校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合理运用布鲁姆教育目标

分类理论将专业课程中蕴涵的思政内容层级化分类，可以使学生合理“吸收”课程思政中的各种“养

料”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使教师细致展开思政教学和把控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教师通过对课程

思政的定位、认知、实践，要求学生领会思政内涵，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有机交融”。这有助

于专业教师反思专业教学内容，提升教师的道德修养；有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主观

能动性，形成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协同效应，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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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伟，等 工科专业中课程思政的构建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engineering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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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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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how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and 
hardness i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o realize the infiltrating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with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content allows students to learn their expertise and skills while gaining the right value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Bloom’s educational goal classification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lev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eral way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maj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and methods of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e in 
urban design curriculum.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ree levels: orientation, cogni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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