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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复合型人才。文章分析了当前

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具体措施。随后，以《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与设计》课程为例，展示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实践案例。本文遵循国家对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的要求，探索在交通运输专业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培

育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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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major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ho are both morally upright and profes-
sionally competent.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
tion and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proposes guiding principles,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and specific 
measures. Taking the course “Urban Rail Transit Planning and Desig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a practical cas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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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dher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polic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effective methods to implement the moral educa-
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mprehensively im-
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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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1]。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教学理念，其核心在于将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入

专业课程教学之中，实现知识传播与价值导向的有机结合。交通运输专业作为一门涉及交通运输规划、

设计、管理和运营等多个领域的学科，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该专业的思政课建设可以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出德才兼

备的复合型人才。此外，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与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相契合，强调了道德

修养与专业技能之间的平衡，以及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的融合，为交通运输教育的持续创新和进步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本文将从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指导思想与目标、具体措施、实践案例等方面展开探讨，以期为交

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2. 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分析 

随着国家对人才素质及培养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强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势在必行[2]。目

前，众多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之中，通过修订教学大纲、更新教材、优化教

学方法等多种途径，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然而，从宏观角度来看，

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当前，该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和挑战[3] [4]： 
(1) 在教育理念方面，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

专业知识传授的内在联系，导致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融入显得生硬而不自然，缺乏深度与连

贯性。 
(2) 在教学方法方面，缺乏必要的互动性和创新性，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参与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 在课程设置方面，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分布并不均衡。交通运

输专业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设计较为薄弱，甚至存在空白，这使得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

难以得到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课程内容更新的滞后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与行业发

展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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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思想深刻根植于我国教育方针，其核心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教育致力于全方位地支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并专注于培养在德、

智、体、美、劳各方面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5]。在交通运输专业教育领域，课程思政建

设的推进不仅要关注专业知识的系统传授，更要深入挖掘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全面提升学生的

道德品质和责任担当感。 
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定位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6]。具体而言，这一目标要求

学生在掌握交通运输专业核心知识的基础上，还应具备以下特质：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学生在学习

专业知识的过程中，牢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紧密相连，在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中积极作为；二是鲜明的创新精神，交通运输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变革对学

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需勇于探索，不断学习和掌握新技术、新理念，以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的创新

发展；三是卓越的实践能力，学生通过实习、实训等方式，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

效方案，满足交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4. 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

活力”[7]。这表明在建设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审视并认识到现有的不足和问题，

积极扩充教育资源、创新教学策略，着力克服发展中的难题和短板，确保思政课在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中

持续发展，提高教育的实际效果[8] [9]。 

4.1. 教学内容改革 

课程思政内容的多元性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参与度和收获感，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必须进行教

学内容改革。在制定课程内容时，需要深度探索交通运输领域专业知识中所包含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

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同时，应立足学科特点，建立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让思政教育与日常学习、

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实践互动更为丰富，案例分析更为鲜活。通过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构

建完整的课程思政体系，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4.2. 教学方法改革 

为增强教学成效，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必须进行教学方法改革。通过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

多种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对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理解和认同。同时，增加社会调研、实习实训等实践

教学环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活动中，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5. 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案例与分析 

5.1. 课程案例基本情况 

5.1.1. 课程案例简介 
本文以毛保华编著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中第十章“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规划”作为课

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 
在学生掌握了客流分析与管理、运营效率与成本控制等内容的基础上，带领学生探索运营规划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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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律，掌握分析运营规划的基本方法与思路，深入了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规划的复杂性及重要性。

与此同时，将思政元素细腻地融入课程之中，培育学生的国家责任感，提升文化自信，让学生深刻认识

到我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引导学生认真对待每一项学习和工作任务，培养他们成为高

技能、高素养的专业人才，推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5.1.2. 教学目标 
(1) 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和创造能力。通过阐述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历程，使学生能

够精准分析城市轨道交通中的运营管理问题，成为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培养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提升其创新意识和能力，传承和弘扬时代精神。 
(2) 锻炼学生的问题分析和实际解决能力。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的实际

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深刻理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划的重要性。通过案例教学，使学

生掌握分析、判别和解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划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3) 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通过学习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优秀人物及其杰出贡献，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通过深入了解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巨

大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强化责任担当，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学生对国家的深厚感情和强国之志。 

5.1.3. 案例意义 
课程围绕“运营规划智慧布局，驱动城市交通升级”这一思想，紧扣《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科学

制定和实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这一内容，让学生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脉搏，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与时代责任感，激发为建设交通强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的热情。 

5.2. 案例蕴含的思政元素分析 

根据交通运输专业培养目标与特点，提炼《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课程中所包含的思政元素，

以此作为思政指导的依据，如表 1 所示，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Table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ase 
表 1. 案例所包含的思政元素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案例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营

规划领域的发展历程 

加强学生对城市轨道

交通现代化管理和创

新成果的了解 

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

心和国家责任感 

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覆盖广泛，运营与

在建线路长度以及客流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无疑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城轨强国”。 

了解运营规划所面临

的挑战 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鼓励学生积极掌握专

业知识，勇于创新探

索 

以我国某大型城市地铁线路运营管理所面

临的问题为例，深入探讨和分析地铁系统如

何优化运营策略以提升效率、如何利用先进

技术进行运营管理等一系列挑战。 

学习先进工作者事迹 
培养学生实践求真的

理念，提升学生吃苦

耐劳的品质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

就业观 
介绍先进工作者攻坚克难、不畏艰险、勇于

创新的事迹。 

思政元素 
1、通过了解发展历程，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和自豪。 
2、在教学中融入民族精神的传承，引导学生尊重和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3、通过案例分析与实践操作，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与社会责任感的内化与实践。 
4、激励学生在学习与工作中展现持续的奋斗姿态，并且鼓舞学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5、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引导学生成为有责任担当的职业人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357


郭宇 等 
 

 

DOI: 10.12677/ae.2025.152357 1153 教育进展 
 

(1) 价值观教育。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划彰显了科学决策与精细化管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

提升服务效率，促进了城市交通的有序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增强了学生对国家发

展道路的深刻认同。 
(2) 国家意识教育。通过向学生展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现代化管理和创新成果，激发学生的国家责

任感，鼓励他们勤奋学习，立志成为推动城市交通事业发展的栋梁之材。 
(3) 品德教育。向学生介绍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划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引导学生学习他

们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强化学生的职业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和创新意识。 

5.3. 案例教学整体设计 

5.3.1. 设计思路 
本案例以教师的专业知识传授为核心，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教学深度融合，通过由浅入深的教学

设计，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取得进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上得到提升，实现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和塑

造学生良好品德的双重目标。案例整体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design ideas 
图 1. 课程思政案例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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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设计理念 
在设计案例思政教学的整体理念时，以专业知识传授为核心，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秉承的设计理

念如下： 
① 围绕提升育人效能、丰富课程思政资源、优化教学环境、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等多个维度，构建全

面立体的课程思政体系，寻求融合新途径。 
② 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循序渐进的教学策略，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旨在培养学生关键职业技

能与综合素养，打造一支专业技能精湛的人才队伍。同时，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增强他们的职业归属感和责任感，培养爱岗敬业的职业态度。 
③ 致力于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教学计划等线上线下多种教学场景中，覆盖

学校、企业、专业协会等多个领域，实现思政教育全方位渗透。 

5.3.3. 教学方法 
针对本课程授课内容采用的教学方法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ethod of teaching 
表 2. 教学方法 

课程内容 理论知识 实践知识 思政学习 

教学方法 讲授、小组讨论、情景模拟 实习实训、亲身体验 案例分析 

 
在理论知识方面，通过模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人员的日常工作情景，引导学生思考在运营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挑战和难题，并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以讲授的形式系统介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

划的理论基础，并针对情景模拟中设置的问题提供解答，确保学生精确理解并掌握核心概念。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践知识方面，高校积极搭建平台，为学生提供进入相关机构参观或实习培训的机会，让学生能

够将课堂所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对运营规划流程、技巧和方法的理解。学生将有机会与行

业内的专业人士进行交流，了解行业动态和热点问题，丰富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实践

中锻炼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服务意识。 
在思政学习方面，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划的案例分析，让学生深入了解我国轨道交通事业的

发展现状和挑战，深化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政策制定的意图、实施过程及其对社会和城市运行的影

响。提升学生应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6. 结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建设工作，不断强化党对思政课的领导，使教师的教

学热情和育人决心得到了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显著提升，精神风貌变得更加积极向上，课程思政的整

体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不仅关乎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关系到交通运输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教学相融合，既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又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促进

思政课内涵深化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发展和各方的共同努力。教师要注重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优化，加

强对思政内容的挖掘和提炼，并运用于现代化教学方式之中。高校应当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努力提升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确保思政教育在实践中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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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中，应进一步深化改革，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国家战略、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专业人才。通过对思政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交通运输专业的课程思政建

设能够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鲜明旗帜，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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