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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已难以满足未来人才培养的需求。将数智化的元素融入课

程思政建设中，不仅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数智思维、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综合

能力，以适应数智环境下对人才的需求。以化材类专业基础课程《机械设计基础》为例，通过分析当前

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数智化育人面临的难题，结合课程内容探索数智化背景下化材类专业基础课课程思

政育人模式，为推动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数智化育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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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gital era arriv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and approaches have become incapa-
ble of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future talent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for tal-
ent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milieu, it is quite significant to integrate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lemen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courses.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but also foster student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hink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s.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basic cours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Design Foundation”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i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o-
fessional basic course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in the chemical materials field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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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5 月 29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

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然而，传统的教学形式是由教室或者实

验室和人构成的二维平面，在信息传递效率、教学资源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方面存在明显局限。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数字化的关键作用[1]。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推进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相

关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变革创新传统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开展课程思政数智化教学成为当前教育

发展的趋势和必然要求[2]，也是推动构建大思政格局、践行思政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本文以《机械设计基础课程》为例探索数智化时代下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思政课程一般

只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年开设，专业课的开设则贯穿整个大学期间。《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是专业基础课

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具有呈上启下的作用，一般开设于大学新生入学后的第三个学期，该门专业基础

课课程思政的实施可以接过思政课的“接力棒”，在专业课阶段继续进行思政教育，做到专业课与思政

课协同育人，防止思政教育的缺失。该门课程是多数工科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受众多，该专业课课

程思政的实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该课程涉及广泛的工程实践领域，与国家战略需

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不仅能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思政素养，还能培养学生的数智思维、创

新能力和跨学科综合能力。  
因此，利用新兴数智技术深度赋能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方式及实践创新发展，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融通前沿支撑技术，坚持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对提高课程思政的针

对性和吸引力、培养数智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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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数智化育人难题 

在化材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面，很多高校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王敬[3]从专业背景、学生特点、课程实际出发，构建“三维–三策–六统一”立体多元化化–精细化的

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模式，克服思政教育“表面化”“硬融入”“两张皮”等难题。黄赞武等[4]通过构建

“四链”协同教学模式促进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提高课程思政育人效果，通过具体课程分析表明

效果显著。田大可等[5]提出“一中心、三统筹、五推进”的课程思政建设思路及多学科协同育人教学模

式，并结合教学实例阐述多学科协同育人的实施过程和成效，其提出的多学科协同育人对推动“大思政”

体系建设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在当前的课程思政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需进一步融入数智时代的元素，以适应未

来社会的发展。尽管数智化教学模式在课程思政领域的应用能有效补充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并显著提

升课堂教学的成效与效率。然而，当前网络环境繁杂多变，极易对学生的认知产生误导，甚至可能对其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不良影响[6] [7]。此外，部分高校教师素质尚需提高[8]、数智化教学平台亟

需完善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课程思政数智化教学当前面临的三大难题。 

2.1. 学生认知导向易受影响 

课程思政的数智化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路径，但由于当前数智化技术尚处于发

展初期，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不少内容呈现碎片化，缺乏思政教育应有的系统性和连

贯性。这一现象可能导致学生在接收信息时忽视了对意识形态逻辑的构建，甚至可能误导其世界观、人

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特别是，当前互联网信息推送高度依赖算法，缺乏独立的立场分析与价值判断能

力，智能化推荐内容。为吸引点击量，标题往往夸大其词，牺牲了内容的教育价值导向。对于正处于三

观塑造关键阶段的高校学生而言，其信息甄别与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相对有限，网络上泛滥的复杂信息

极易对其产生误导，形成偏差或错误的价值观念。 

2.2. 协同育人实效性不强 

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协同育人实效性不强。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之间缺

乏有效沟通，专业教师未能及时得到思政教师的理论指导，不能完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学生的思

政教育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同时，实际工作中，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因学科专业不同，在机构设置上分

属于不同的教学单位，彼此缺乏交流合作的平台。步入数智时代，数智化教学平台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将日益广泛，对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2.3. 教师面临信息技术、专业与思政协同育人考验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推动课程思政建设，高校教师面临信息技术、专业与思政协同育人考验。数智化

教学手段要求教师全面升级教学能力，熟练掌握如“雨课堂”、“MOOC (慕课)”等线上智慧教学工具。

要求教师在课前发布与课程思政紧密相关的课件和视频材料，还需利用平台内置的弹幕、投稿、留言板

等互动功能，增强课堂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热情。课后，教师还需依据学生的即时反馈，精准推送复

习资料，实现个性化教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的思政理论学习和持续的思想更新，其思政知识往

往呈现碎片化状态，强行将数智化技术与课程思政融合会导致思政教育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因此，优

化专业教师的政治理论储备，提升其思政教学能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构建“四模块三维度 + 数智未来”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当前，开展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需要围绕“知识探究 + 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总目标，充分发掘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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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蕴藏的思政育人资源，深入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同时有效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

终达成以价值引领为导向、以知识探究为依托、以能力建设为根本、以人格养成为核心的“新时代人才”

培养目标。 
结合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设置，将机械设计基础划分为四个模块，包括绪论、机构的运动分析、机

构设计和零件选择和综合应用，从三个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价值维度分别引导学生坚定民族

复兴伟大理想，自觉体悟“四个自信”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联合专业教师、思政教师及

企业专家共同商讨，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凝练、制定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第一，以培育理想信念为主线，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强化身份认

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第二，以培育工

程素养为主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科学精神培养结合起来，培养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的科学求实精神和不断探索、百折不挠的改革创新精神。第三，以培育职业素养为主线，树立工程伦理

道德与职业道德，弘扬“执着专注、作风严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良好的人文素养。 
在构建“四模块三维度”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基础上，融入数智未来的元素，如图 1 所示。例如，

在机械设计基础课程中，除了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工程素养和职业素养外，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数智

思维、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综合能力。通过引入数智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数智技术的兴

趣和热情，培养他们的数智素养和创新能力。 
 

 
Figure 1. The “four-module three-dimensional and digital future” goals of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四模块三维度 + 数智未来”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4. 搭建“三三一全 + 数智化”课程思政研究路径 

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出发点，以课程为依托，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落脚点，将课程思政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第二课堂进行深度融合，搭建“三三

一全”课程思政研究路径，注重数智化的融入。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与路径上，统筹协调好教师、学生

和课堂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课程思政深入培养方案、课程大纲和课堂课件，优化整合好教师、教材、

教育资源三要素，充分发挥教师主力军、课程主战场、课堂主渠道的三重作用。同时，打破时空界限，将

课程思政教育贯穿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以及线上线下，形成全方位课程思政输入与融合。并且利用数智

化的技术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效果进行实时跟踪和分析，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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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可以构建数智化的教学资源库和课程思政案例库，为师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资源和思

政素材。 

5. 构筑“三融三策 + 数智融合”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以化材类专业基础课程为载体，将课程思政融入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第二课堂教学全过程，引入

数智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搭建“三融三策 + 数智融合”课程思政育人新模式，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ree integrations and three strategies coupled wit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course-based teaching mode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三融三策 + 数智融合”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① 围绕“学–思–用–创”的梯度专业目标，优化课程结构、重塑课程内容，对接国家战略、科技

前沿、国之重器等深挖思政元素，构建模块化链式课程思政案例库。利用数智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直观的学习体验。 
② 探索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打破传统“一课一师”模式，不同专业课程教师

可以建立联动机制、流动课堂，打造深度学习课堂；深化校企协作，加强第二课堂思政教育引导，使学

生领悟“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真谛。同时，利用数智化的手段，开展在线讨论、协作学习等教学活动，促

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发展。 
③ 根据课程特点、教学内容，构建相对独立、紧密衔接、共成体系的课程模块，以课程模块为单位

的模块化教师团队，构建以创业导师为核心的创新创业教育团队，还可以构建数智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团

队，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数智素养。 

6. 结语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全方位育人的重要途

径。通过融合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不仅能够拓宽教育路径、丰富教学形式，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数智思维、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综合能力。以化材类专业基础课《机械设计基础》为例，分析了

在数智化背景下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数智化育人面临的难题，并提出了利用新兴数智技术融入课程思政

的路径，为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课程思政的

针对性和吸引力提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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