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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弹一星”精神是核科学技术学科文化中的光辉篇章，具有独特的育人功能。为进一步探索课程思政

的有效方法，从思政教育的视角，对“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展开分析，为优化课程思政内容的组织提

供参考；以与“两弹一星”精神具有密切关系的核专业为例，结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学科专业特点，探索

紧扣特定的“事、时、势”的方式，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涉

核课程教学中，助益提高课程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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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is a glorious chapter in the culture of nuclear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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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disciplines,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ive methods of course ideology, we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organization of course ideological content; take the nuclear profess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as an example, combine it with the discipline-specific char-
acteristics of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focusing on specific “events”.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i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nuclear-related 
courses,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s pol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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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1]，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学科文化[2]是大学课程教学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是各个学科的灵魂所在，各学科都具有其

独特且丰富的学科文化内涵，同时学科文化中包含许多相关的课程素材和思政素材都可以被应用在课程

教学中。通过在课程思政过程中引入学科文化，将学科文化浸润在课程中，能够延伸思想政治教育的深

度和广度，实现更全面有效的推进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两弹一星”工程是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组织研制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工程简称，这项工程发展

过程中所衍生的“两弹一星”精神是核科学技术学科文化中的光辉篇章，是我国挺起脊梁的史无前例的

伟大创举，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育人功能[3]。在实现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中，需要结合核专业中人才培养

目标的学科专业特点，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涉核课程教学，培养学员高尚道德情操、正确的社会历

史观，激发学员的自立自强、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科技报国的热情，培养学员的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和

文化自信，有助于提高课程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进而达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目的。 

2. 融入涉核课程思政的“两弹一星”精神内涵 

2.1. 精神内涵意义不断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两弹一星”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强调“‘两弹一星’精

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 1999 年被江泽民同志定义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攀登，定义中的六点精准描述了“两弹一星”精神内涵[4]。用历史事件命名“两弹一星”精神，具

体鲜明、意蕴深远，从其深刻内涵延伸，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传承和弘扬中，衍生出一批又一批

承载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代表性素材，不断、持续地丰富和完善“两弹一星”的精神内涵，精神的原

始构成和内涵结构如图 1 所示。 

领悟“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核工业史、从核工业人身上学习其精神信仰的过

程。在核研制之初，由于核的特殊性，尖端技术和产品易受技术封锁，研制周期较长，一大批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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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隐姓埋名，不仅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而且在本可有所作为的业界也销声匿迹，艰苦奋斗干惊

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精神内涵在这些核工业人身上展现出来。除此之外，

建国之初，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战略决策后，全国各行业骨干加入核工业建设队伍的情景，集中体

现了钱三强、何泽慧、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杨承宗、赵忠尧等一大批海外学有所成的科学家以身许

国的品质和科学报国的情怀。 

 

 
Figure 1. Connotative structure of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图 1. “两弹一星”的精神内涵 

 

“两弹一星”精神跨越时空，直到今天，“嫦娥”奔向月球，“天问”着陆火星，“东风”捍卫和

平，“北斗”导航全球……这每一步足迹无不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的力量，每一份成就无不镌

刻着“两弹一星”的精神，一代代的后来人接过前人的薪火，肩负使命，接续奋斗。这都是承载“两弹

一星”的代表性素材，在这些丰富“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的素材中，处处可以“见人、见事、见精神”，

处处是对“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的不断深化与丰富。 

2.2. “两弹一星”融入思政的深刻价值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需要全过程、全方位的共同努力[5]。
“两弹一星”工程作为我国国防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将从其中衍生的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

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以及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与“两弹一星”精神的育人

优势相结合拥有重要的意义。“两弹一星”精神内涵丰富，载体多样，形式多元，深入挖掘其中的深层

次意蕴，运用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找准历史与思政教育的融通之处，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和思想共

振，可以成为激励大学生献身国防、奋发向上的典型生动教材，在课程教学将“两弹一星”精神内化到

教学过程中，对于培养更多的强国硬“核”青年具有重要意义。 

涉核类课程主要培养学员对核能、核技术及其应用能力，涉及核科学与技术的各项领域，在教学过

程中，不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还强调课程思政，即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之中，作为一个特

色课程的基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涉核课程的课程教学中融入

“两弹一星”精神，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重

要问题，对于激励学生增强家国意识、强化创新意识、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提供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

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心聚力。 

3. 紧扣“事、时、势”的涉核课程思政融入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

理论课之外的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6]。为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落实“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理念，在课程中融入核学科文化，

是涉核课程教学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核学科文化中的典型——“两弹一星”精神，如何紧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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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融入课程教学中，成为教学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3.1. 紧扣“事”而突出教学对象特点 

因事而化。因“事”，主要指的是学科专业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核专业是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

的高新技术专业，是一门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组成的强综合性尖端学科。涉核课程主要涉

及核工程与核技术、原子核物理等领域的知识，一般包括《原子核物理》《核反应堆原理》《核辐射探测

与防护》等课程，课程不仅为核专业学员提供核学科领域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还涵盖了实际应用中的

关键技术和操作。 

核专业[7]旨在培养能够灵活应用核专业基础知识，解决相关领域工程问题，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和竞争力，能够从事核能工程与核技术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与地方高校核专业有所

区别，部队院校核专业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对于军队院校的核专业学员，在核专业的基本培养目标上，

还需要突出为战育人的军队特征[8]，对如何进行核武器防护、降低核安全风险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培养

要求。因此，在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军队院校涉核课程教学的时候，需要将“立德树人，为战育人”

的理念同步体现，将在课程中融入核科学文化“两弹一星”工程精神作为我国国防事业的一座里程碑

“事”，始终将培养奉献精神、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作为培养教学对象的最终培养目标。 

3.2. 紧扣“时”而促进课程思政创新 

历史的时代。因时而进，演变、进化。因“时”，包含两个内涵，一方面，新时代的课程思政提出了

更多新的建设方向，另一方面，核事业在不断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两弹一星”精神内涵也

随之不断更新丰富，进一步丰富课程思政创新发展过程。 

新时代的课程思政建设[9]，要求在思想性、理论性上更加突出亲和力和针对性，将知识传授和价值

引领形成有效统一，提升对学生“入脑入心”的思政教育效果，育德于课，让学员在课程学习中受到潜

移默化的影响，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新时代中，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各个涉

核类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从而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

学深度融合，采用探究式、研讨式学习等方法，激发学员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尝试通过情感共鸣等教学改革方法，让学员更容易接受思政教

育[10]，避免专业课教学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教员不断提升育的能力和育德能力，将新时代课

程思政的建设发展纳入到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中。 
“两弹一星”精神可以说是科学家精神的生动体现和源泉，在社会主义火热的建设时期形成，具有

深厚的价值底蕴和内涵，这些底蕴和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丰富。我国的核事业发展可以看作是

中国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回溯历史，从曾经的“一堆一器”到如今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多堆多器”，

核事业、核动力平台的发展进入到新的时代，在发展核事业的同时，核安全的重要性也进入到人们的视

野中，核安全事关国家安危、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大国地位。无论涉及国家生存与军事安

全，还是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与能源安全，核安全都不可或缺，核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核安全的重视，阐

释“两弹一星”精神及其历史传承的同时，也丰富了“两弹一星”精神新的意义，形成了“四个一切”

核工业精神以及“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核工业精神[11]，体现了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新时代的需

求推陈出新。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全面理解和继续深入挖掘“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具有非常

重大的意义。举例来说，“两弹一星”的研制者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

优渥的条件回到祖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奠定新中国尖端国防科技事业基础而呕心沥血，对“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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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问题加快技术攻关。新时代，一些留学人才留学后选择放弃回到国内而定居国外，人才流失的现象

给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也不乏类似王俊峰[12]等八位哈佛博士

一样的人才，拒绝国外优渥条件，毅然决然回国投身于中国强磁场中心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王俊峰等

人的事例体现了个人的人生理想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的有机融合，更是对“两弹一

星”精神的更新延续。 

3.3. 紧扣“势”而乘势阔步发展向前 

乘势而上，因势而新。因“势”，经过 60 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核工业体系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已经建

立得比较完整，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国防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核

事业面临新的形势，核文化发展产生新的势头，“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涉核课程的思政教育应顺“势”

而新。 

从白手起家，到“华龙一号”三代核电、高温气冷堆四代反应堆、中国环流器二号 M 装置等大国重

器，我国的核工业已经可以和世界核能发达国家比肩。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更多发展机遇和趋势，我

国核发展的主题主要是创新发展，其中不仅包括对于核专业人才、核科学技术的急迫需求与强大牵引；

同时也包括新形势下涉核装备的技术创新发展、相关武器装备的维护及创新使用等。除此以外，我国发

展进入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理念提出，增加了人们对环境健康与安全的重视与

关注，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对“核”提出了新的挑战，核电站的严峻安全形式，核事故对人类生存环境

的影响，处处体现迫切需要实现更全面、更高质量的核发展。崇高使命使然，顺“势”而新，进一步催

生出更多可以融入涉核课程进行思政教育的多元化“两弹一星”精神。 
课程思政元素也在不断因势而新，乘势而上发展而来的思政元素的典型特征也可以主要描述为“创

新”二字，举例来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最尖端科技创新中微子的发展征程中，我国大亚湾中微子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精益求精，在各个方面寻求不断的突破，创新研究的方法，开拓研究的道路，并且极具

包容性的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共同合作，中微子实验室从运行以来收获颇多丰富的科学成果，中微子振荡

振幅的测量精度已达到 3.4%，这是自然界的基本参数，其精确测量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13]。 
乘势而上，向着新征程阔步前进，对于“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涉核课程思政教育，我们要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铸魂育人，传承发展、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在创新发展中挖掘隐

藏的课程思政要素，在征程前进道路中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实践路径。在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涉核课

程的过程中，敢于直面新时代新征程核工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讲清、讲好、讲透“创新”[14]思政元素

等。用“两弹一星”精神引导核专业青年学员将自身的进步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命脉联系在一

起，鼓励核专业学员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15]，激发核专业学员的家

国情怀和对核工业发展的热爱，将“两弹一星”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满怀文化自信，不断打磨能

力，创新科技报国。 

4. 结语 

传承文化，弘扬精神是专业课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的一个有效方式。以核专业的涉核

课程，核专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思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为例，挖掘“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结构、

内涵延伸和承载“两弹一星”的代表性素材。为了落实“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理念，在课程中有机融

入以“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核学科文化，提出紧扣“事、时、势”的思政融入方法。即因学科专业

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等“事”，更针对性的进行思政培养；因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新发展和核事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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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等“时”，推陈出新，积累新素材，演变进化；因核事业发展新形势、发展新势头等“势”，在思政

教育中顺“势”而突出创新。通过“事、时、势”三位一体进行思政教育的尝试，将有益于文化育人，

切实达到将代表性精神融入对应课程进行思政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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