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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针织学”课程思政初探

余   奕，汪泽幸，刘   超
（湖南工程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针织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各教学环节都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融入“针织学”专业内容研究与建设，有助于同步实现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正确价值观的引

领，适应新时代纺织行业的发展。以“针织学”的教学为例，依据“新工科”人才培养中的立德树人的要求，

将政治认同、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信、创新精神等作为课程思政的重点要素进行课程思政的改革探索，

实现思政教育贯穿专业教学全过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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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教育部推进“新工科”

建设，对高校工程教育改革和未来工科人才提出

了新的要求 [1]。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

不仅要注重知识讲授和能力的培养，还需塑造学

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具备为社会主义

奉献的责任与担当。2019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中提

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学生能力和政治素养

的共同提升，是“新工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全

面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障。

依据新时代纺织行业发展的要求，专业课程

教师需要结合课程的内容与特点，充分挖掘纺织

专业课程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素，使专业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同步进行。这不仅是提升学生思想

政治水平的有效途径，还是适应纺织行业发展、

培养纺织工程“新工科”人才的迫切需要。“针

织学”作为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具有

专业性强、与生产实践结合紧密的特点。如何正

确把握政治教育以及专业教育的融合，从纺织行

业、国家、民族和文化等多个角度提升课程的思

想价值与精神内涵，是“针织学”课程思政建设

需要解决的要点。本文以我校（湖南工程学院）

纺织工程专业“针织学”的教学为例，对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2   “针织学”的课程内容和思政目标

“针织学”课程主要讲述针织基本理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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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battlefield”, saving the dying and healing the wounded in the front line against time, interpreting the spirit of great doctors 
incisively and vividly, which is more worth learn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rough elaborat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garment design and craf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the spirit of great doc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ivation status of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features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garment design and craft,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spirit of great doctors i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of these student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measures of applying the spirit of great doctors into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cultivation mode conform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uch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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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设备与工艺、针织物组织结构及设计等，包括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课程内容突出应用型学科

的特点，与实际生产结合紧密。该课程重视实践

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现代针织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利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生产问题。教学时应

结合针织物的生产实践，引出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激发学生对“针织学”的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

树立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生产以服务社会的信

念。在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增设课程思政目

标，将政治认同、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

信、创新精神等作为课程思政的重点要素融入到

教学中。这要求教师深入分析教学内容，有效

挖掘并在不同的环节中融入思政点，发挥课程

育人的作用。

3   “针织学”课程思政元素及其案例

“针织学”课程思政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政

治认同、爱国情怀、文化自信、社会责任、创新

精神五大板块。政治认同涉及到纺织行业发展与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契合的案例，增强学

生的道路自信。爱国情怀是通过引入纺织前辈爱

国和奋斗的典型案例以及纺织服装领域取得的成

就，加深学生为建设纺织强国而努力奋斗的信念。

社会责任结合针织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为纺织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

决心。文化自信是通过介绍纺织服装发展的历史

积淀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激发学生对

中国灿烂文化的自豪感。创新精神是结合科技对

针织行业的影响，培养学生的勇于创新的精神。

3.1   政治认同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纺织行业

高速发展，“衣被甚少”的时期已成为历史，现

如今“中国制造”大举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已成

为全球纺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纺织行业的生

产制造能力、纺织产业体系的完备程度和进出口

贸易规模居于世界首位 [3]。其中针织在纤维加工

方面的产量已经超过机织产品，在纺织工业中占

据重要地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4]。中国一

大批现代化服装企业在生产、管理和设计上都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纺织行业取得的成绩来看，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环境催生形成了庞大的

纺织产业体系，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

通过分析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原因，学生的政治

认同感增强，更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历史的角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

的纺织工业的发展停滞不前，与其它国家有很大

的差距；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纺织工业得到

了迅速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

生产和出口国。将纺织行业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融

入“针织学”的教学中，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纺织强国贡献力量。

3.2   爱国情怀

经过数代纺织人的共同努力，我国建立了世

界上最完备的产业体系，进一步满足了国内多个

领域的物质消费要求，为保障民生、增加就业方

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介绍从古至今纺织领域

取得的成就，学生对中国国情会有更进一步的了

解。尤其是引入纺织前辈们为祖国奋斗的案例，

引起学生的共鸣，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社

会的责任感。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如今纺织服

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反映

了中国纺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在当今

纺织面临转型的重要时期，学生更应怀有爱国之

心，为建设纺织强国而努力奋斗。

3.3   社会责任

针织行业起步发展较晚，在“十一五”期间

经历高速发展后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针织行

业产品种类多，但是都缺乏创新性，附加值高的

针织产品少见；我国很多针织企业以代工生产为

主，缺乏品牌；针织行业缺少龙头企业等 [5~6]。除

了挑战，针织行业还提供了诸多机遇。现阶段，

针织产品的应用已向多领域发展。总的来说，一

方面，针织产品向更舒适、更环保健康以及多功

能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针织产品的独

特优势，一体成形技术与时尚和创意不断融合，

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教师在课堂上

介绍针织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能让学生在宏

观上解我国针织行业的总体情况，激发学生的危

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4   文化自信

纺织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的精髓，并由“丝绸之路”向世界传播，对世界

历史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教师在课堂上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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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历史和文化，可以让学生对纺织有更深刻的

认识，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树立文化自信。此外，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可引入

绣类、服饰类等多种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

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学生通过对纺织类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产生文化传承的意识，

增强民族自豪感，从艺术的角度感受纺织的魅力，

从学科的角度了解纺织的工艺发展。

3.5   创新精神

国产的针织机械的改进，大大提升了我国针

织行业的总体竞争力，现代针织设备实现了智能

化和自动化，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亦随之得到提

高。可见创新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

对针织新产品的需求也是企业创新的动力。针织

产品种类多，可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加大针织产

品的创新力度，是保持整个行业核心竞争力的源

泉。教师在教学时可介绍科技创新对针织行业的

积极影响，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课后教师也可

通过指导学生参加针织物设计大赛，使其切实感

受到创新对针织产品设计的重要性，增强学生为

纺织业发展而努力的责任感。

4   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4.1   整合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完善“针织学”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为了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与拓展，完善

“针织学”的课程思政体系建设，需要教师以团

队的形式相互配合，共同参与思政建设。通过综

合其它纺织专业课的思政精华，结合“针织学”

的教学内容，以新工科建设目标为导向，完善课

程思政建设体系。纺织教研室要成立思政建设团

队，在本专业内挖掘思政点，收集思政素材，将

纺织的历史、发展、典型人物和事迹汇总，开放

给纺织专业教师。“针织学”需要整合其它课程

的优秀思政内容与教育方法，取长补短，完善课

程思政内容体系。该体系应该将课程目标与思政

建设目标对应起来，促进思政育人的有效落实。

4.2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专业教师的思政

素养

目前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认识不够全面、

思政水平有待提高，这将弱化专业课的育人功能，

不利于专业课思政建设的推进。教师本身的政治

素养和思政意识会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的效果。思

政意识强的教师，更能主动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

政元素，有效开展思政实践。因此提升教师的思

政素养是关键。高校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并把

该项纳入教师考核的重要指标。另外，高校要加

强课程思政的宣传与引导。通过举办教师课程思

政培训、课程思政教学竞赛和课程思政教改研讨

会等活动增强教师的政治素养，提高教师的德育

水平。在“针织学”的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要

积极参与思政培训，有意识地提升思政素养，促

进该课程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4.3   利用互联网平台，改革教学方法

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方法已经难以适用

“针织学”课程思政的开展。创新教学方法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利用课程思政的网

络平台，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传递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例如，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教师把纺织相

关的历史、发展与科技等通过视频的方式推送，

向学生传递思政教育的资源，并在线下开展讨论，

建立网络与课堂之间的互动联系，实现线上线下

同步育人的目的。其次，教师要根据“针织学”

这门课本身的特点，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接受

思政教育。例如，在针织物组织结构的讲解中，

设计面料小样分析实验。学生分析织物组织结构，

不仅能锻炼动手能力，还能培养踏实严谨的操作

风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4.4   落实评价机制，提高思政教学质量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制，能及时反馈教学效果，

为教师调整教学内容作参考。评价机制可以落实

到三个大的方面：教师的思政素养、教学效果、

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教师的思政素养是思政

建设的前提条件。教师只有通过提高思政素养，

才能把握政治方向，才能将正确的思政观传递给

学生。其次，教学效果直接反映了思政教育对学

生的影响程度。课程思政要与专业内容有机融合，

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应用多种教学

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后是学生的学习效

果评价。对于思政建设，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关键。

通过“针织学”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爱党，

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奉献报国的使命担当。教师可

根据多元角度的评价，持续调整和改进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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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思政点与教学内容更加契合。

5   结论

思政教育贯穿专业教学全过程是发展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提升人才综合素质的关键。“针织学”

课程思政建设教学改革是将政治认同、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文化自信、创新精神等要素与教学内

容潜移默化地融为一体，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代纺织行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面

对思政建设中的挑战，教师应更进一步提升自身

的政治素养，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思政点与课程

内容的融合度，完善课程思政的评价机制 , 实现

人才培养过程中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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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Knitting Technology” 
under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Yu Yi, Wang Zexing, Liu Chao

(School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Hu’nan 411104)

Abstract: “Knitting Technology” is a compulsory specialty course for textile engineering major, and each teaching 
segment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achers should 
deeply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integrate the content of “Knitting Technology”. In this way, it helps 
to synchronously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and impose correct values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fostering virtue of the students through education from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aching of “Knitting Technology” should take political identity, patriotism, social responsibilit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innovative spirit as the key element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Knitting Technology” teaching.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Knitting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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