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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理念下机械类人才培养体系中

融入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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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OBE理念下，结合“厚基础、宽口径、有专长、强应用”的人才培养宗旨和立德树人的育人目

标，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分析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及课程思政的现状，提出以课堂教

学及各实践、实训环节为切入点，对各课程环节进行统一设计与布局，做好顶层设计。将学科基础及专

业课课程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融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各教学环节，专业教学与思政课

程教育形成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实现“三全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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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Mechanical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Under the OBE Concept

——Taking the Major of Mechanical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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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Xiangtan 41110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jor of Mechanical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and ideologo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jor of Mechanical

Design with the purpose of“good foundation，wide caliber，expertise and strong application”and the goal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aking classroom teaching and various practice and

training links as the starting point，carrying out unified design and layout of various curriculum links，and

conducting top-level desig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integrate the foundation of subject，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to all teaching links in major of Mechanical De-

sign，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unified struggle and collaborative educa-

tion，and realize the“three-wide education”.
Key words: Mechanical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talent cultiva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施的目的是促进工程教育

创新与改革，提高我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重

构我国现代高等工程教育体系架构，进而促进我国

向工程教育强国迈进。［1］2018年 6 月 21日，教育部

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推出“四

个回归”。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主动适应社会发



2022年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展的新形势和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研究和创新实践

应用型工程师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符合区域产业

和行业需求、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工程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简称机

械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以目标导向、持续改进为主

线进行顶层设计；毕业要求中对学生的人文素养、机

械工程师职业道德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思政教育对学生价值观引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地方应用型高校主要以思政课为主阵地对学生实施

思政教育，让学生系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端正

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引导学生遵

守职业规范、践行职业道德。学科基础及专业类课

程，既要为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分析和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能力提供知识支撑，同时也要求在课程教授

中隐性融入相应的思政教育元素，发挥相应的协同

育人作用。为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机械设计专业基

于OBE理念，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

新意识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人才为目标，在

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专业行业特色、工程实践教学、

创新意识培养等环节展开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

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3］工

科高校思政教学应以思政理论课课堂教学为主，社

会大思政为辅；学科基础及专业课从专业维度深入

挖掘思政教育元素，与思政理论课同向而行，有效发

挥其相应的思政教育作用，形成协同效应；实现从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达到“隐性融入、

润物无声”的目的。202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要求各级各类高

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必须将思政教育贯穿其中，要解

决好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

问题。为此机械设计专业以课堂教学及各实践、实

训环节为切入点，对各课程环节进行统一设计与布

局，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工科学科基础及专业课课

程思政教育与思政课程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模

式是每一位工科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老师践行立德

树人的基本职责。有国内学者从育人高度、思想深

度、参与广度“三维度”［4］，本体论、认识论、功能论、

方法论“四论”［5］等方面，对如何实施课程思政进行

了较为完整的研究。有关课程思政的研究目前主要

集中于课程思政的意义及单一课程的思政教学方

法、融入路径、制度保障等方面，围绕特定专业设计

布局的统一的思政教育研究较少，针对四年本科全

过程育人的整体设计缺乏。

本文在分析高校全过程育人现状的基础上，根

据机械设计专业特点，从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课堂

教学和工程实践环节入手，为实现与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实施全程育人做好顶层设计。另外，依据机械

行业的特点，在OBE理念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

社会需求为导向，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及新工科

课程体系建设要求，提出了“润物无声”式课程思政

建设理念，紧扣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阐述

了在思政教育中突出工程伦理、机械工程师职业道

德和家国情怀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 机械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实施现状

（一）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课程教学

相互割裂

目前，学科基础及专业课课堂教学仅仅注重专

业知识、运用技术实验操作、实训等知识与技能传

授，忽略了学生的思政教育，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和

思政课程在大学生教育上呈现割裂的教学状态。绝

大部分学科的基础及专业课教师按照课程培养目标

要求来制定教学计划，相关的思政教育知识基本不

会在课堂上穿插讲授，思政教育主要依靠辅导员和

思政课教师完成。［6］这种分工模式职责明确，但忽略

了思政教育在工科专业学科教学中的渗透。因此需

要将立德树人与专业知识的传授有机结合在一起，

实现有机融合。

根据思政元素与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结合

的程度，专业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有简单合并式、部分

交叉式、有机融合式三种方式（见图 1）。（1）简单合并

式，思政元素和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虽在同一

节课内完成讲解，但是两者逻辑上不相容（见图 1（a）
所示），存在“两张皮”的现象。（2）部分交叉式，思政

元素和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内容在一节课内交

替出现，逻辑上有一定的关联，但讲授的过程中，思

政元素和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被生硬地堆放在

一块（见图 1（b）所示）。学生不易产生共鸣，学生所

受教育也不深刻。（3）有机融合式，将思政元素和学

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充分混合（见图 1（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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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简单合并式 （b）部分交叉式 （c）有机融合式

图1 思政与专业课程相融合的三种方式

（二）课程思政研究与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构建

缺少统一的顶层设计

“有机融合式”教学手段是课程思政比较理想的

教学方法，即将思政教育相关内容采用相对隐秘的形

式渗透于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教学，实现与学科基础

及专业课知识有机融合，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机械设计专业

人才培养有特定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各教学环节之间

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及内在的逻辑联系。课程思政教

育若无顶层设计，各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

“各自为政”，部分思政内容因交叉重叠将造成重复说

教。因此，在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构建时需同步构建其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充分发挥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与

思政教育课程同向同行的育人作用。

（三）课程思政研究注重理论课程、轻实践环节

教育部于 2020年颁布的《纲要》中提出推动工科

院校工程实践环节教学，进而形成统筹推进实践育

人工作格局。机械设计专业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在人

才培养的占比达 23.8%，当前对实验、实习、实训、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课程思政的研究明显

偏少。工程实践教学可实现对企业实际生产及科研

场景进行模拟和再现，若能将思政教育渗透到工程

实践课程环节中，必然对大学生未来工作产生直接

影响。［7］实践环节的思政设计应贯穿于课程设计的

选题、题目凝练、实验操作训练和实践效果的总结分

析等全过程。

（四）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传道授业”不足

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的思政育人意识不

足。［8］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训练和“三全育人”是

当下高校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的使命，将专业知

识传授与育人两者有机结合是学科基础及专业教师

职责所在。目前大多数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教师往

往专注于专业知识的传授与专业能力的培养，对课

程思政“育人”的引领则缺少关注。部分学科基础及

专业教师认为思政教育是专业思政工作教师的事

情，有的甚至认为课程思政教育会耽误专业学习，因

而忽视了专业基础及专业类课教师发挥思政育人的

作用。大学生在学到学科基础知识及专业知识的同

时，期望老师能从行业背景及专业的维度，帮助他们

更全面地了解行业、认知专业、展望未来。作为高校

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应始终将“育人”隐性地渗透

于“知识传授”的课堂，实现学科基础知识及专业知

识的传授与思政育人两者有机结合。

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教育理论知识不

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部分学科基础及专

业课教师对思政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只

熟悉所从事学科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另一

方面，部分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虽储备较多的思

政理论知识，但难以将其有效引入到所传授的课堂

知识中，实施课程思政教育。［9］

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往往忽视了对思政教育

元素和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之间结合点的探

寻。若找到该结合点，两者就能实现同向同行、互相

补充，进而协同育人。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往往

是学生最信任的人，同时也是和学生打交道较多的

人，如果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仅限于将专业知识、

技能传授给学生，缺少人文关怀，师生间很容易产生

距离感。若要求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此时结合课

堂教学进行思政教育，往往感到无处下手。

总之，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传道授业”不足，

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局限于专业知识传授及专业技

能的培养，课程思政育人意识缺乏，人为地将知识传

授、专业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割裂开来。

二 构建面向需求的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的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依据学校的办学定位，机械设计专业的人才培

养目标为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系统的基础理

论知识、机械设计制造领域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工

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能在机械工程及相关领

域从事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工程应用等工作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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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后通过 5年的工程实

践，能主持机械工程领域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

试验分析以及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运行维护等工

作，能达到机械工程师任职水平。学科基础及专业

课教师在教学实施中结合反映机械设计专业和机械

行业发展前沿等视频资源，辅以行业人物的先进事

迹，让学生认知专业，了解行业未来的发展动向，加

深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和专业知识的获得感。只有

做到“课程承载思政”与“思政寓于课程”，［10］才能有

效解决思政教育与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育“两张皮”

的问题。

（一）构建面向需求的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知

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在机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针对区域经

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依据毕业生

的跟踪调查和市场反馈信息，确立了“重基础、适口

径、有专长、强应用”的人才培养规格和“应用型现

场工程师”培养的专业办学定位，结合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学生毕业能力、新工科建设及机械行业的要

求，构建“一条主线、两根支柱、四个模块、五种素质、

六块基石、十二种能力”的机械设计专业的知识能力

素质结构（见图 2）。“一条主线”指的是紧紧抓住学

生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工程应用能力及产业转

型升级所需具备的创新意识这一主线，同时以学生

为中心“立德树人”，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两根支柱”是指课程体系设置紧扣人才培养目标，

以机械及电气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能力培养为

根基；“四个模块”是指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按

照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电工电子、产品检测与控制

四大课程模块进行设置；“五种素质”是指人才培养

从机械工程师职业道德、工程技术、工程应用能力、

人文素养、身心健康等五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六块基石”是指筑牢学生数学物理、工程力学、人文

思政、经济管理、计算机、外语（英语）等六方面的基

础知识；“十二种能力”是指每一位学生须具备机械

类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开发、研究、工程与社

会、使用现代工具、环境发展、职业规范、个人与团

队、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等十二种能力，方能满

足本专业人才培养毕业要求，才能颁发毕业证书及

学位证书。

机械
专业
知识
能力
素质
结构
框架

一条主线——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工程应用能力、创新意识与立德树人

两根支柱——机械、电气方面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能力培养

四个模块——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电工电子、产品检测与控制

五种素质——机械工程师职业道德、工程技术、工程应用能力、人文素养、身心健康

六块基石——数学物理、工程力学、人文思政、经济管理、计算机、外语（英语）

十二种能力——机械类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开发、研究、工程与社会、使用现代工具、
环境发展、职业规范、个人与团队、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

图2 机械设计专业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框架

（二）坚持立德树人，实施“四平台多模块”的课

程教学体系

以立德树人和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为导向，整合

教学内容，重构机械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模块化

课程，实施“四平台多模块”的课程教学体系（见图

3）。“四平台多模块”的课程教学体系包含通识基础

平台、学科基础平台、专业教育平台等三个理论教学

平台及一个实践教学平台。在课程理论教学中，坚

持工程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教

育相结合，采用“四平台+多模块”的方式。各平台

按学科大类设置模块化系列课程，按课程模块规划

选取思政元素。专业模块贴近企业、行业，课程体系

突出工程应用能力培养，彰显专业特色；在课程设置

中，强化学科基础及专业能力、创新意识、工程实践

能力的培养，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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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四平台多模块”的课程教学体系

（三）突出工程应用能力，构建“一核两线四层面

十环节”的实践育人模式

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为目标，构建“一核两线四层面十环节”的实践教

学体系（见图 4），同时在各环节中有机融入思政元

素。“一核”是指工程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这一核心

能力；“两线”是指校内校外两条主线，本专业采用的

是“学校学习+企业学习”教学模式，运用“学校小思

政+企业大思政”的思政教育模式实施全方位育人；

“四层面”是指将实践教学环节按照基本技能训练、

专业综合技能训练、工程综合训练及工程素质训练

四个层面，分成课程实验、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

习）、实训（金工训练）、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社会实

践、学科竞赛（工程图学）、资质认证（电工证）、科技

制作（机械设计制造创新大赛）、技术交流等十个环

节，实施由分立到综合、由初级到高级、由技术到工

程的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将学生的实践学习环节

纳入工程实际中，由浅入深、分层次、分模块地推进

工程实践教学，形成“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螺旋式推进的实践教学模式。［11］

基本技术训练

专业综合技术训练

工程综合训练

工程素质训练

工程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一核

二线

四层面

十环节

校内
校外

课
程
实
验

实
习

实
训

课
程
设
计

毕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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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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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实
践

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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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科
技
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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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核两线四层面十环节”实践教学体系

（四）将价值引领贯穿大学阶段教学全过程 ，形

成“大思政”

要解决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教育和课程思

政教育“两张皮”问题，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与

思政教育元素不能仅进行简单相加，须将各学科基

础及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统一做好顶层设计，根据学

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知识精选思政元素，做到“学科基

础及专业课程知识承载思政元素”与“思政教育寓于

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双螺旋式递进提

升。将思政教育在课堂授课与课程实验、实习实训、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交替展开，采取学生易于

接受的思政教育与机械行业、专业技术交叉渗透模

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三个问题，课程思政在教学设计环节上要始终做

到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成才教育的有机统一。学科

基础及专业课教师须依据机械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

知识固有的特点，在熟悉课程内容基础上，深入挖掘

与课程知识相关的思政元素，寻找与课程内容高度

契合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运用于学科基础及专业课

课程教学中。机械类专业思政资源大致可归为以下

几类：机械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机械工程师职业道

德伦理与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与健全人格等。［12］

学科基础及专业课教师不能局限于理论知识的

讲解，而要站在历史、因果等维度介绍机械学科的发

展进程，以哲学的思维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并理解。

（五）以产出为导向，构建“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是推动教学改革实践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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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发展的客观要求。科学化评价已成为建设机

制长效化的重要因素，当前高校思政教育评价机制还

存在指标体系不系统问题。［13］应将高校思政教育评

价全面纳入教学质量评估、教师个人评价体系当中；

需要科学合理地构建专业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以四年

全过程育人为基本思路，以工程能力培养、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立德树人为抓手，

各类教师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依据各相关

方对机械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改进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从而修改专业毕业要求、培养计划、课程大纲

（含课程思政内容）。按大纲实施教学、从教学（课程

目标达成）效果再到培养目标构成社会评价循环；从

毕业要求、人才培养计划到教学效果，再到毕业要求、

培养计划构成校内教学评价循环；从课程大纲到教学

效果，再到课程大纲构成课程评价循环，依此三种循

环实施全过程评价，以产出为导向，建立“三位一体”

的评价与反馈机制（见图5）。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计划 课程大纲 教学过程 学生成绩

教学效果教学监控

课程评价课程评价

教学评价教学评价

社会评价

图5“三位一体”的评价与反馈机制

（六）利用网络新媒体等信息技术，拓宽教学“大

思政”的新路径

机械设计专业课程各教学环节中，采用传统教

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发挥网络新媒体等

信息技术优势，如采用问题导入、慕课、翻转课堂等

教学方式。采取线上线下教学互动的方式，学科基

础课及专业课程教学中运用大国工匠、大国重器，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新时代机械专业人才所肩负的使

命，用当代人物的先进事迹视频材料弘扬和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有

机融合。

（七）通过各类大学生竞赛活动，探寻课程思政

育人的新思路

机械类工科学生可以通过参与互联网+、挑战

杯、机械设计创新大赛等大学生竞赛活动，将掌握的

专业知识工程实践化，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

的。学生通过参赛活动，达到将学科基础及专业课

程知识转化为工程实践能力，并拓宽专业知识的应

用，进而提升专业整体素养。另外，竞赛所形成的抗

压能力和竞争意识将锻炼他们的心理素质，对增强

团队合作精神、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

三 结语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科

基础及专业课程教学是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实现思

政工作贯穿育人全过程的有效措施。在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中，机械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将发挥协同作用，

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的各个维度，

让课程思政成为机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

一环，为培养地方应用型本科人才、实现制造强国战

略发挥支撑作用。

在当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建设的背景

下，机械设计专业要求每位学生大学毕业时，除具备

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外，同时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专业学科基

础及专业课各教学环节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实施

全程育人，在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的同时，提升人文

素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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