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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中“国家意识”的塑造 

复旦大学   蒋最敏  李琲琲  徐 珂 

 

摘  要：高等院校理工科教育承担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培养顶尖科技人才的重要使命。理工科课程思政教育就是要

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完成“价值塑造—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目标。在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塑

造理工科专业学生的“国家意识”并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显得

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基于复旦大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阶段性举

措与成效，着力聚焦理工科课程思政中“国家意识”塑造的内涵与实施

路径做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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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知识创新

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

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进程中，科技事业在党和

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

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校要

充分发挥这一“结合点”的独特作用，

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

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

起来，引导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增强使命责任，激发学术志趣和内在

动力，激励学生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

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远大的理

想抱负和所学所思落实到报效国家的

实际行动中。高等学校理工科教育教

学正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发挥这种

“结合点”作用的关键载体。 

一、“国家意识”是新时代高校理

工科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环

节 

习近平总书记 2016年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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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制定发布《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

举措，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

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

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2]。国

家意识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精神纽

带。培养国家意识就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学生把自身的理

想同国家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

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导学生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国意识和爱

国情感，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理工科是研究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的学科总称。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历

程，理工科教育从来不只是抽象知识

的“工具理性”，它必然以回到“人”

本身为根本指归，在新时代必然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导向。借

用数学的向量（矢量）概念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理工科人才培养的完

整性。向量是由大小和方向共同决定

的量，如方向产生偏移，则数值越大

向量产生的偏差也就越大。一个接受

过理工科教育的人亦具有知识性和价

值观的双重属性，如果价值观出现了

偏差，则一个具备知识的人亦将会在

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发生偏离甚至是根

本性错误。在高校理工科开展课程思

政教育，就是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之中，用价值之“道”

点亮知识之“学”、能力之“术”，实

现“盐溶于水、润物无声”的教学效

果，达成“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目标。 

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

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今世界

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
[3]。“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落实到

理工科人才培养工作上，就是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努力造就一

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

总书记关于教育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为高校开展理工科课程思政

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分析研判

当今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与国内外

发展形势，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国

家意识”的塑造已显得愈发紧要和迫

切。将“国家意识”的培养落实到理

工科课程思政过程中，就是要求教育

工作者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

之大者”，培养学生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

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

献精神，引导学生认识创新在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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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理解科

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重大意

义，努力把科技自立自强信念自觉融

入人生追求之中。 

自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召开以来，各地各校积极开展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涌现了一批示

范引领的课程典型，初步形成了一批

理工科课程思政理论研究成果。如杜

震宇等总结提炼了理工科课程思政的

教学评价原则、标准与操作策略[4]；叶

志明等总结梳理了理工类学科与专业

类课程思政之建设与实践[5]；于歆杰以

“电路原理”课程实践为例探讨了理

工科核心课程的课程思政怎么做[6]。复

旦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凝

练形成了学校的人才培养总体目标：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坚持“国

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

素养、国际视野”的育人特色，为国

家兴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培

养更多领袖人才、行业栋梁及社会英

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掌握未

来的复旦人。本文对标对表党中央对

于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及复

旦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总结学校

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教学方法与实践

的基础上，着力聚焦理工科课程思政

中“国家意识”塑造的内涵与实施路

径做一些探究。 

二、高校理工科课程思政的教学

原则：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质量相互

促进 

高校各类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同专业、不同

课程也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求。

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就是要

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规律的前提下，

在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课程的

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并突显其价

值引领功能。《纲要》指出，建设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

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

张皮”问题。高质量的课程思政建设

就是要深度浸润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内

容和方法，应在保证专业教学水准的

前提下，自然融入思政元素，使价值

塑造内生为课程教学中有机的、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7]。所以我们可以说，

课程思政建设与专业教学质量提升，

两者的教育教学目标是一致的。从教

学实践来看，课程思政“润物无声”

的关键在于从“时、度、效”三点上

下功夫。“时”就是要把握好思政教育

的时势、时机，找准价值观教育与知

识传授结合的切入点。“度”就是要精

心设计好思政教育的环节，选取内容、

数量适当，使价值观教育成为知识传

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效”就

是指课程思政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实现专

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教书”与“育人”相互促进、

双向提升。通过近年来各类课程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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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教育教学实践，复旦大学在教

学实践中总结了“四用四不用”教学

方法。“四用”是指“用当代中国成就

鼓舞学生自信、用伟大复兴需要激励

学生担当、用先贤名师事迹感动学生

心灵、用高深学问探索增强学生本

领”，“四不用”是指“不用个人负面

情绪影响学生感知、不用似是而非观

点误导学生思想、不用夸大历史曲折

损害学生信念、不用低效教学手段拖

慢学生进步”。其中“四用”在理工科

课程中尤其行之有效。 

一是用当代中国成就鼓舞学生自

信。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

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

筚路蓝缕艰苦求索，带着只争朝夕的

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实现了我

国科技事业的一次次自主突破创新。

我国科技事业的探索发展历程是理工

科课程思政教育的一座“富矿”。教师

在讲解相关知识点的同时顺势介绍我

国科技发展成就及科学家工作事迹，

能够起到引发学生思想共鸣、达到拨

动心弦的效果，同时亦反过来也深化

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自然而然达

成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互为表里、

相互促进的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二是用伟大复兴需要激励学生担

当。进入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

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我国科技

事业也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但

同时也应当客观地看到，我国科技领

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题，包括基础科学研究短板、重大原

创性成果、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理

工科教师在进行专业教学时，一方面

应当介绍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另

一方面也不应回避在关键领域“卡脖

子”的差距，要使学生正确认识世界

和中国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

际比较。教师可在理工科专业教学中

引导学生思考有待攻关突破的学科前

沿问题，适时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需要激励学生担当，在学生心中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与科学报国的萌

芽。 

三是用先贤名师事迹感动学生心

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

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

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据统计当代大学生学习时间的 80%用

于专业学习，大多数学生认为，对自

己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

教师。“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

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教师的言

传身教会对学生带来重要的影响。在

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带头体

现爱岗敬业的精神面貌和精湛的业务

水平，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

范表率。同时，每所高校在发展历程

中都形成了自身的师承传统和学术积

淀，任课教师亦可结合专业知识点融

入本校、本专业教书育人楷模的感人

事迹，使学生在亲近感中见贤思齐，

在课堂上传递有温度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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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用高深学问探索增强学生本

领。高校理工科课程主要属于专业教

育或大类基础教育范畴，具有很强的

专业属性。理工科本身具备完整的知

识体系和教学体系，教师要遵循教育

教学规律、结合学生认知特点，保质

保量地完成培养方案、教学大纲中制

订的各项教学任务。高校理工科课程

内容往往难度高、强度大，教师首先

要把课程的理论知识讲清楚，让学生

快速适应大学理工科的学习模式，掌

握课程相关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

等专业知识。进而开展科学思维方法

的训练、培育科学精神，提高学生正

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学科体系所

蕴含的“真、善、美”。  

三、理工科课程思政塑造“国家

意识”的实施路径 

根据德育工作的一般规律，有效

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知、情、意、行”

四个层面的上升与融合过程。“知”是

认知、观念；“情”是情绪、情感；“意”

是思维模式与意志；“行”是行为与表

现。将这四个层面落实到课程思政教

育对于“国家意识”的形塑，就是要

在专业课教学中强化学生对于国情的

体认，进而激发爱国之情，树立强国

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在课程思政教

学实践中，“知、情、意、行”四个层

面也非孤立、割裂的，而是相互渗透、

统一。从课程思政育人的成效来看，

形塑“国家意识”大致有以下三条实

施路径。 

一是将“中国故事”融入学科发

展史形塑正确价值观。“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

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

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向我们昭

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

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

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理

工科各学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我国科

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科技

报国史。学校各门理工科课程深入挖

掘院系史、学科史、专业史中的丰富

思政教育资源，将“中国故事”有机

融入学科发展史形塑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学校物理学系、核科学技术系等

院系在专业课教学中将学科发展史作

为课程育人的重要载体，讲述了邓稼

先、郭永怀、赵忠尧等老一辈科学家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生平事迹和爱

国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科

学家放弃国外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回到祖国投入到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建

设中去，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

上，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强国重任，

也在全人类的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郭永怀是著名力学家、

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是近代

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 1956年从

美国回到祖国参加工作，1961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郭永怀参与了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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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

导弹热核武器的研发试验工作。1968 

年 12月，郭永怀在青海试验基地发现

重要线索乘坐飞机赴京报告，飞机在

降落过程中突然失去平衡坠毁。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郭永怀想到的是和警

卫员抱在一起保护试验数据不被破

坏，真正做到了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一教学案例

中，专业知识与育人元素的交织交融，

学生在专业课中同时深受了“两弹一

星”精神的价值观教育，自觉端正学

习目的和态度，形成自主、刻苦、勤

奋的学风和科研作风。又如学校核科

学技术系“人类驯核记”课程在讲解

“热核武器的原理”中，通过播放讲

解纪录片的形式，使学生了解中美两

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以及以此折射出

的两国迥然不同的国情、价值观与政

治制度，进而使学生更加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二是认识“中国模式”理解科技

事业在国家体制中的作用。马克思主

义科学技术社会论认为，科学技术对

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有着重要

影响。科学技术的运行和发展需要社

会体制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谋划科技创新工

作。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

动力，已融合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之中。立足新发展阶段，高校

理工科教育应该让学生认识到，科技

体制是嵌入在国家体制、国家治理体

系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强大的“中

国模式”的组织动员体系下，科技资

源配置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化，才

能实现各方相互协同、紧密配合，让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最大程度地发挥

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展现了在疫

情阻击“大战”中体现的“中国之治”。

2020 年 1 月下旬，在新冠肺炎疫情最

危急的时刻，“火神山”“雷神山”两

座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专门医院

在武汉拔地而起，“基建达人”展现的

“中国速度”为世界所惊叹。而令人

震撼的“大国工程”离我们并不遥远，

就在 2020年春季学期的课堂，学校计

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徐志平老师用虚拟

现实技术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强大的组

织动员工程的过程和成果。教师首先

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讨

论：要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展现火神山

和雷神山两座医院，我们需要准备哪

些资料？如何通过新闻照片寻找建模

的参照物和估计模型尺寸？教师在软

件的操作讲解中向学生展示，医院如

何进行模块化组装的形式构建，以最

生动的案例使同学们上手建模工具，

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8]。同时通

过这个案例，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国家

治理体系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制度

保障，充分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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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优越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

治久安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工科课程

思政应引导学生关注到专业知识与国

家安全的关系，提升学生对国家安全

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自觉维护国家

安全。学校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保

密管理概论”课程在讲授保密管理技

术的同时，强化关于保密管理制度和

政策的教育，同时有机融入“两弹一

星”元勋参与核武器研发过程中的保

密工作事迹，教导学生在专业道路上

要坚决遵守组织纪律，维护国家利益。 

三是以真才实学实现“强国有

我”。本科阶段的青年学生处于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这一阶段的青年学生

探索未知尽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

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的渴望。作

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领路人”，

专业课教师要对学生精心引导和栽

培，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

教育教学责任，使学生求真学问、练

真本领，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

向，成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学校“大学物理 A•力学”课程通过融

入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与展望讲解

“变质量系统”，打通课程育人的两条

实施路径，从专业人才培养逻辑中布

局育人的价值内涵；将育人的价值引

领内生为专业课程的教学内涵，实现

知识传授与课程思政相互促进，取得

了良好的育人成效。为使学生更直观

地进入知识体系，教师选取火箭发射

过程开始讲授变质量体系，包括基本

的动力学方程、在不考虑任何外力和

外力只有重力情况下的火箭这一变质

量体系竖直向上发射时刻的速度公

式。一般教科书或课堂讲授变质量体

系的动力学往往到此为止。学生知道

了火箭的发射过程中速度如何变化，

但是对于实际火箭质量有多大、最终

获得多高的速度，特别是我国发射的

火箭的诸多参数依然缺乏了解。而这

正是体现在专业课中引入“国家意识”

思政教育的大好契机。由此教师从变

质量系统自然拓展介绍我国航天事业

的发展历程。中国是火药的故乡，烟

花爆竹可以认为是原始的喷气式火

箭。长征一号是我国第一枚三级运载

火箭，1970 年把 300 公斤的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近地轨道。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火箭运载能力得

到大幅提升，长征五号火箭起飞时推

力达到 1060吨。2018年发射次数超越

美国位列世界第一。2020 年 7 月 23 

日，长征五号火箭搭载“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在海南文昌发射成功。这

样自然融入思政元素，不仅增强了学

生对课堂所学知识实际的掌握程度，

而且还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

强了民族自信心；很好体现了课程思

政教育的效果。为了满足优秀学生深

入学习的要求，促进学生的发散性思

维，达成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度，教师进一步拓展知识的深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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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教师假设火箭有多个喷口以及

同时有物质吸入和喷出的多发动机的

喷气式飞机的情形，将变质量系统的

基本动力学方程推广到有多个吸入口

和喷口吸入或者喷出物质的情形。在

推导出新的动力学方程的基础上，教

师再次使用案例教学法，引入讲解了

矢量发动机的原理与应用，组织学生

观看 2018年珠海航展时装备矢量大推

力发动机的国产歼—10B战机表演“眼

镜蛇机动”“落叶飘”等高难度机动动

作的视频。课程实践表明，学生对中

国在矢量发动机研发方面取得的成绩

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关注度，这些教

学内容帮助学生拓展了知识范围，培

养了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9]。在上述的教学过程中，专业知识与

思政教育交织交融，螺旋式递进上升。

一方面课程从专业人才培养逻辑中布

局育人的价值内涵，我国科技发展成

就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以及敢于创新、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育人的价值引领在此已内

生为专业课程的教学内涵。课程中如

果没有介绍中国火箭技术的发展和矢

量发动机研发的环节，学生对变质量

体系动力学方程的理解无论从深度、

广度还是感性认识上都不够到位，课

程讲解也没有特色，缺乏理论联系实

际。变质量体系的教学使我们认识到，

课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质量提升能

够做到并且应该做到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 

今天，我们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

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

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在理工科专业课程中塑造“国家意

识”，不是在原有的专业课程体系中添

加说教话语，而是要将思政教育的内

涵和功能深度浸润到专业课教学中，

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价值观

内化于课堂，外化为学生服务国家的

理想、信念与能力。专业课教师要深

入挖掘专业知识体系中的育人元素，

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流程设计，不断提

升课程育人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形成

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

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的通知[EB/OL].（2020-06-01）[2021-09-2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

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3]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N].人民日报，

2021-05-29. 

[4] 杜震宇，张美玲，乔芳.理工科课

程思政的教学评价原则、标准与操作策略

[J].思想理论教育，2020（07）：70-74. 



 9 

[5] 叶志明, 汪德江, 赵慧玲.课程、

教书、育人——理工类学科与专业类课程思

政之建设与实践[J].力学与实践，2020，42

（02）：214-218. 

[6] 于歆杰.理工科核心课中的课程思

政——为什么做与怎么做[J].中国大学教

学，2019（09）：56-60. 

[7] 徐雷.“三全育人”格局下的系统

工程[N].中国教育报，2020-06-13. 

[8] 徐志平等.复旦大学“课程育人”

抗疫专题丨看云课堂立德树人“成绩单”① 

[EB/OL].(2020-03-24)[2021-09-27].  

https://mp.weixin.qq.com/s/Cy7DLtQ1Ye

zWZKA3NRmhfw. 

[9] 蒋最敏，魏心源.在大学物理力学

中的课程思政实践[J].物理与工程，2021，

31（03）：92-96. 

 

（来源：2022年第 3 期《中国大学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