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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工程教育认证的国际化大背景下，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对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革新与进步、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兼顾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教育，培养兼具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新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高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工程教育认证

对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要求，阐述了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独特特点，进而提出“多维度思政元素挖

掘–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创新–师资能力强化”“四位一体”的实施路径。通过整合历史案例、

战略政策、学术前沿及实践资源等元素，探索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模式，为培养全面发展的

材料类工程技术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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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ternationalized contex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materials-related courses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
tion and advancement of China’s engineering education while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
vation. A crucial challenge in current teaching reforms for materials-related disciplines lies in bal-
anc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ransmission with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
nary talents in the new era who poss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capa-
biliti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for ideo-
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terials disciplines and expounds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ubse-
quently, it proposes a “four-in-one”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comprising “multidimensional ideo-
logical element exploration -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ation - innovative pedagogical approaches - 
faculty capacity enhancement”. Through integrating historical cases, strategic policies, academic fron-
tiers, and practical resources, this study explores organic integration models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viding substantial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comprehen-
sively developed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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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对于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深化改革、提升工

程教育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自 2016 年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以来，我国众多高校投身于工程教育认

证的申报工作，积极推动人才培养与国际化接轨，强化人才培养的成效，并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2020
年，教育部明确提出，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的独特性和优势，应深入探究各专业的育人目标，充分挖掘专

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从而科学合理地拓宽专业课程的范围、深化教学内容、提升

教学温度，并增强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以及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1] [2]。同一年，“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被写进《工程教育认证自评报告指导书(2020 版)》中，具体表现为新增了开展立德树人教

育、引导学生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要求。 
材料类学科作为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其课程思政建设需立足学科

特色，并与时代需求同步。当前，材料领域面临技术迭代加速、国际竞争加剧等挑战，亟需形成专业课

程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3]，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工程教育认证的国

际视野下，如何有效深化材料类课程的思政教育，不仅关乎工程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也是推动工程教

育认证本土化进程、实现工程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课题。 

2. 工程教育认证对课程思政教育的要求 

工程教育认证秉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及“持续改进”三大核心理念[4]，这些理念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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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的实践中呈现出以下要求。 

2.1. 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思政目标 

工程教育认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结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对教育者提出

了更高的目标，即在工程专业课程中，深入挖掘爱国情怀、法律意识、社会责任、科学家精神、文化自

信、人文情怀、工程伦理、工匠精神等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推动人才培养工作取得实效[5]。 

2.2. 深度融合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 

工程教育认证的“产出导向”原则要求课程思政需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既要注重从学科专业本身

入手，深入挖掘专业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政元素，又要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思政素养的培养，把握思

想政治育人的内涵[6] [7]，例如，在《材料科学基础》课程中，通过解析新材料研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作

用，激发学生的使命感；在《材料加工》课程中，结合“卡脖子”技术案例，强化自主创新意识。 

2.3. 明确强化实践导向教育 

工程教育认证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培养的人才要围绕产出的目标，拥有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能实现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和思维创新精神都非常重要。这些品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组织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来实现，

例如在金属材料热处理实验中，融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育；在新能源材料社会调研中，引导学

生关注“双碳”目标下的社会责任，有效推动工程类课程思政建设立体发展。 

3. 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特点 

材料类学科作为工程学科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学科特点鲜明。一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学

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要求较高。二是材料领域发展迅猛，要求专业人才能与时俱进，具备较

高的创新能力。具体表现如下。 

3.1. 应用性与思政教育的场景化结合 

材料与日常生活、科技发展息息相关，从古至今，不论是军事、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还是交通、医

疗等贴近生活的领域，都与材料学科高度关联。因此，材料类课程思政需立足实际应用场景，以解决实

际问题、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导向，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动手实

践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还要深入挖掘能把知识和案例巧妙融合在一起的思政元素，实现将专业知识和

实际案例严丝无缝地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悄然无声地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共产

主义信念，为民族发展做出贡献[8]。 

3.2. 前沿性与思政教育的时代性呼应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特别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对新材料的需求和要

求也日益提升。一方面，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亦需不断适应新趋势新要求，另一方面，新

材料领域的技术革新为课程思政提供了鲜活素材。因此，教师需紧跟科技前沿，持续更新思政教育理念，

与时俱进地引入思政元素和时事热点，以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感染力。同时，还需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塑造工匠精神，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

适应时代的发展，能够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拥有举一反三、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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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 

4.1. 多维度挖掘思政元素，强化育人功能 

4.1.1. 历史和传统文化维度 
深挖材料类学科发展史的相关资料，结合发展背景和传统文化，梳理出蕴含在相关历史和传统文化

中的价值观、科学思想等思政元素。例如：进行《金属材料》科普时，可对比夏朝青铜器铸造和现代金、

银器铸造工艺与引入“铁杵磨成针”的优良品质，在知识传授的同时进行文化传承和能力培养。又例如，

在介绍《高分子材料》时，可引入造纸术的发明便利了文明、典籍的流传，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4.1.2. 战略政策和法律法规维度 
整合明确材料类专业发展的政治立场、依据、原则，与目前面临的困难、挑战与机遇等，从中挖掘

出政治立场、理想信念、法治精神等思政元素[9]。例如：开展《稀有金属材料学》教学时，介绍国际在

芯片、飞机发动机材料等方面的战略管制，以及在芯片、锂电、光电、热电、超导智能新材料中无中生有

的侵权诉讼阻碍我国行业发展的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报国热情，培养民族责任感。 

4.1.3. 科技前沿动态维度 
关注前沿研究与价值引领，根据与材料类专业课程相关的国内外学术论文、学术报告等各种学术资

源，从中挖掘出科学思想、创新创造精神、家国情怀等思政元素[10]。例如：通过定期参加国际、国内“新

型功能材料”、“新型结构材料”等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塑造学生的科学思想。又例如，介绍将有机化学

中的分子组装应用于无机化学，研发出兼具陶瓷硬度、橡胶弹性及塑料可加工性的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等资讯，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4.1.4. 风土人情与杰出人物维度 
活化地域文化资源，收集本地与专业发展相关的风土人情资料与对专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事迹

[9]，挖掘其中蕴含的专业精神、创新创造精神、家国情怀等思政元素。例如，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中，讲述与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师昌绪班”息息相关的、中国高温合金和新型合金钢的重要

奠基人、材料腐蚀与防护领域的开拓者师昌绪的事迹。 

4.1.5. 文字图表和音频视频维度 
收集与本专业课程密切相关的文字、图表、音频、视频等材料，从中挖掘出价值导向、政治立场、理

想信念、家国情怀等思政元素[9]。例如，通过播放师昌绪院士的获奖视频，把学生带入新材料发展历史

进程中，让学生有民族自豪感。又例如，在材料《专业实验》课程中，通过虚拟实验如晶格缺陷，位错引

导学生思考自身缺陷与缺点，积极面对生活压力；蒸馏与精馏、区域熔炼法提纯材料来引导学生理解反

复实验的积极意义，从而增强德育效果。 

4.2. 优化课程体系设计，深化思政教育 

优化课程体系设计是深化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基础任务与关键所在。在构建课程体系时，需要全

面考虑思政教育的需求，确保思政教育元素与专业课程内容的无缝对接。具体方法如下。 

4.2.1.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紧扣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一目标，结合材料类课程特点，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学时、实践

环节等指标具化思政教育的要求，并根据实施效果不断调整优化，制定出与培养目标相匹配的思政教学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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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优化课程教学大纲 
围绕工程专业认证和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修订现有的课程大纲，将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等专

业素养与价值观塑造和创新思维养成等思政元素融入大纲中[11]，并依据大纲开展教学活动。 

4.2.3. 优化教材选用与开发 
在教材选用环节，从是否有利于引入和结合与知识点相匹配的思政元素，是否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思

政学习兴趣，是否能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功能等方面多维度判断其是否符合课程思政要求，并选择能将专

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紧密结合的材料。 

4.3. 强化创新教学方法与载体，提升育人成效 

创新教学方法是深化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理论–实践–分析”的三维研究框架

与“认知–体验–践行”的三级实践模型，对学院 2000 余名学生与近 100 名专任教师进行抽样调查分析，

通过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有助于

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具体措施包括： 
(1)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多元教学方法。通过设置思考题、用思考题目串联知识点等启发

方式可有效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索；通过小组互动、师生互动等讨论式教学可让学生在互动中提

高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结合实际，描述具体的事例，能让学生更加形象、清晰地理解思政理念所

要传达的深层价值观。 
(2)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效果。运用虚拟仿真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情境教学，通过增强

学生参与感和体验感，打造身临其境的学习场景，沉浸式地感受材料应用魅力，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更好的吸收学习内容，从而潜移默化的增强其爱国情怀。 
(3)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通过组织实验、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可实现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的双重培养。例如，组织新能源专业的学生赴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习，可让学生具象化地了

解科技就是竞争力，从而激发学习动力。又例如，组织学生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可增强其强国

有我的使命感。 

4.4. 强化教师思政育人能力，增强育人保障 

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因此，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是教学质量提升

的保障。具体的提升方法包括： 
(1) 加强对教师的思政教育培训，提高教师的思政素养。教学团队可定期召开课程思政专题交流活动，

以集中学习、专题学习等方式，将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研究相结合，达到党建促业务，业务促党建的效

果，从而提升专任教师的政治敏感度和思政教育的教学水平。 
(2) 构建教师交流平台，定期推广优秀思政教学案例。以各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为抓手，鼓励教师积

极参与思政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实践，通过立项和评选优秀案例的方式，引导其积累相关的思政元素，不

断创新思政教学方法，从而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课程思政能力提升。 
(3) 完善教师激励机制。完善教师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教学荣誉体系等相关措施，通过设立教学奖

励、科研成果奖励，充分挖掘思政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引导和鼓励其积极分享先进的经验，并通过传

帮带的形式培养更多的优秀的教师，推动思政教育和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5. 结论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材料类课程的思政教育深化探索，是提升工程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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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举措。立足学科特点，通过多维度思政元素整合、课程体系优化，

教学方式方法创新，师资队伍思政能力强化等具体实施路径，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从

而有效提升材料类课程的价值塑造效果。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们可以构建起更加完善、高效的材料

类课程思政教育体系，推动材料类课程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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