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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改革为抓手，融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挖掘课程中生态文明观、绿色制

造等思政元素。通过整合智能技术前沿与传统智慧，构建智慧物流、低碳设计等教学模块，强化学生创

新思维与文化自信。紧扣党的二十大精神，将“双碳”战略融入教学，引导学生运用智能技术破解资源

环境难题，培育服务绿色包装产业的责任担当。研究为培养德技并重的专业人才提供实践路径，助力新

工科课程思政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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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form of the Intelligent Packaging Technology course, integrating 
knowledge delivery with value cultivation to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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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By combining cutting-edge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with traditional wisdom, teaching modules on smart logistics and low-carbon design are developed 
to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lign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ual-carbon” strategy is embedded in ped-
agogy, guiding students to addres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rough intelligent so-
lutions while fostering responsibility toward sustainable packaging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offers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with both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ethical aware-
ness,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emerging engineering curri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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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部长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的指出“高等

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高等学校的根本标准——就是立德树人的成效”，这一论断为新时代

高等教育改革确立了价值坐标。2021 年 12 月 10 日，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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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进一步强调了立德树人在“课程思政”教

育中的重要性。 
包装工程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1]，融合材料科学、机械工程、艺术设计等多学科，其发

展与人类的起源同步；到了现代，包装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应用，为包装工

程专业学生的培养与包装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即既需要掌握智能包装系统设计、绿色

材料研发等专业技术，又需具备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开设的，是包装行业为了应对减量化、绿色化包装而兴起的一门新兴课程，旨在满足现代包装行

业日益增长的智能化与绿色化需求[3]；它主要涉及包装智能化、智慧物流、低碳化与绿色化包装等，契

合国家“绿色化制造”及“双碳”战略需求，开展智能包装技术思政教学改革，将新时代国家战略方针融

入教学中，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素养的全面发展包装行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见图 1)。 
本研究基于“三全育人”教育理念，遵循“四个服务”教育方针，构建“价值引领–知识重构–能力

锻造”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框架。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专业教学改革，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有机融入智能包装技术知识图谱，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协同共振。在具体实施中，依托包

装工程的交叉学科特性，构建“双螺旋”育人模式：以智能包装技术创新为经线，以生态文明价值观培

育为纬线，形成具有工科特色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2. 《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改革现状分析 

当前，《智能包装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尽管行业对高素质包装人才的需求

日益增加，但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仍然存在重视专业技能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倾向，特别是在工科

院系中普遍存在[4]。其次，课程内容方面，缺乏有效融入思政元素的意识，教学思维模式较为固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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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在绿色化包装的教学中，虽然强调了科学原理和技术应用，但未能将其置

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实现“绿色化制造”和“双碳”战略目标的背景下进行深入讨论，导致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缺乏对环境责任和社会使命的理解[5]。最后，课程中学生的精神培育和价值引领显得尤为薄弱，

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也制约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与应用[6]。因此，针对这些现

状，开展《智能包装技术》课程的全面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其社会责任感

与国际视野。 
 

 
Figure 1. Proposed idea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Intelligent Packaging Technology” course 
图 1. 《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思政改革思路图 

3. 拟解决关键问题 

通过对《智能包装技术》进行教学改革，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图 2)： 
 

 
Figure 2. Key technical issues to be addressed 
图 2.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1) 解决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战略关注不足、文化自觉性不足、综合运用能力与实践能力与行业需求存

在不足的“三不足”问题：本项目拟采用思政融教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国家战略与包装行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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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专业迷茫感、历史虚无感、国家发展漠视感问题，提升他们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认识，使其在专业学

习中更具前瞻性和主动性。 
(2) 解决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不够完善的问题：本项目拟采用创新小组汇报与以赛促教两种

模式，立足课本专业知识，远瞻科学前沿，引导学生理解自科与人文辩证统一，发挥马克思主义作用；

激励学生充分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劳模与工匠精神”。 
(3) 解决思想政治素养实践不自觉的问题：本项目拟采用创新评估机制，关注学生学习情况与思政素

养实践情况，持续改进教学方案，弥补不足，促进全面发展。 

4.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内容与改革目标 

4.1. 改革内容 

本文的具体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思政融教教学案例、创新小组汇报模式、以赛促教创新实践和创新

评估机制四个部分(图 3)。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Figure 3. Content outline for the reform of the “Intelligent Packaging Technology” course 
图 3. 《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改革内容 

4.1.1. 建立“思政融教”教学案例 
按照智能包装技术的时间发展路径，从古代的传统储藏技术到现代中国“新冠疫苗”冷链包装实时

监测技术，展现一脉相承的包装工艺革新技术，增强文化自豪感与自信心；从国外的多国签订“巴黎气

候协议”，共同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到国内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状，引导学生思考其在职业生

涯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增强学生的价值观认同感；建立全面的“思政融教”教学案例，突破

传统知识传授的局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深度。 

4.1.2. 创新小组汇报模式 
基于“新工科”需求，在包装工程专业工程认证专家入校之际，以结果输出为导向。从我国新型包

装材料的研发、智能包装技术的应用两个特定主题切入，远瞻科学前沿，自主查找文献，广泛阅读国内

外先进智能包装技术的研究文献与综述文献，汇报小组工作，提出自己见解，立足课程基本知识，赋予

教学内容深度与前沿性，融入思政要求阐释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大国担当等，引导学生

增强团队合作能力与批判思维能力，引导学生理解自科与人文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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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以赛促教创新实践 
从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出发，组织“智能包装设计大赛”或“绿色包装创新挑战赛”，充分发

挥创造力与提出切实可行解决方案，激励学生采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工程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劳模

与工匠精神”，实现以赛促教创新实践，激发专业认同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与参与感。 

4.1.4. 创新评估机制 
借助大数据分析，基于微信开发“学生学习情况反馈”小程序，制定“课程达成度指标”，实时把握

每位同学的学习情况，导师自主命题，统计“达成度”完成情况，对于“达成度”低于 0.6 的同学予以重

点关注，并对薄弱内容进行持续改进，补全专业知识，持续改进教学方案，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促进

全面发展。 

4.2. 课程思政培养目标 

本文对《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改革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 是通过思政融教的改革实践，融入“智能包装”特色，激发学生对包装工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生态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增强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 
2) 是引入数字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课程延伸和科研探索的兴趣，鼓励他们从技术创新与市场需

求的角度审视包装工程的未来，促进对科学技术与实际应用之间关系的深入理解。 
3) 是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专业认同感，激发其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践行“劳模与工匠精神”，培

养踏实务实的精神品质，帮助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5.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方案与方法 

“课程思政”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立一个全面的协同育人体系，以确保思政教育

融入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7]。为此，需要制定清晰的实施框架，确保思政元素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从

而实现专业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对接[8] [9]。授课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与价值

观念，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使专业课不仅传授知识，更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科学思维与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平台。本文将从“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为“知识传授与思想引导相

结合”，通过结合当代社会问题分析、历史案例研究、行业实地考察、学生分组讨论以及数字化教学工

具等多样化手段[10]-[12]，将思政内容深入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图 4)。具体实施方案与方法如下： 
 

 
Figure 4.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Intelligent Packaging Technology” 
course 
图 4. 《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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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入思政融教教学案例，挖掘思政要素 

案例一：在开学第一课，通过引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国博弈”的主题，分析现代制造业与

中国崛起的关系，强调包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激励学生理解自身学习与国家发展的联系。 
案例二：在“智能物流包装”章节，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冷链物流为研究对象，解析我国自主研

发的温湿度协同控制技术如何保障新冠疫苗跨境运输。通过对比中外技术专利数据，重点讲解我国在该

领域取得的 136 项核心专利(占全球总量的 42%)，引导学生理解“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意义，增强技术

报国的使命感。 
案例三：在“低碳化智能包装”章节，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导向，分析包装行业面临

的环境挑战，引导学生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升其社会责任感。 
案例四：“智能制造应用”章节中，借助陈克复院士的绿色技术创新案例，讲述科学精神与工匠精

神的内涵，让学生体会到科学与工程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5.2. 实施多样化教学方法，增强学习体验 

1) 社会热点解读：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包裹智能追踪系统为例，解析区块链技术在海关清关中的应

用。通过对比改革前后通关时效数据(从 72 小时缩短至 8 小时)，引导学生理解“新发展格局”下智能包

装技术的战略价值，培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使命感。 
2) 小组汇报与讨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汇报，让学生自主查找文献、开展研究，分享他们对包装技

术与社会责任的看法，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批判思维。 
3) 数字化教学工具：引入数字化教学工具，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和交互式教学软件，增强课堂的趣味

性和互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5.3. 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持续改进教学 

1) 学习情况反馈：开发“学生学习情况反馈”小程序，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展与思政素养，确保

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都得到关注。 
2) 达成度评估：制定课程达成度指标，对课程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定期评估，针对达成度低于预期

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与帮助。 
3) 课程优化：根据评估结果，定期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案，确保课程内容与学生需求的不断对接，实

现课程思政的动态调整。 

6. 课程教学成果 

本课程的教学改革已获批 2025 年暨南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立项。 
通过构建“三维度、四指标”评估体系(见表 1)，采用问卷调查(N = 86)、深度访谈(N = 12)和课堂观

察等方法进行效果评估。数据显示：课程思政认知度从改革前的 63.2%提升至 91.4% (p < 0.05)；92.5%的

学生能准确阐述“双碳”战略与专业的关系；在“中国包装设计大赛”中，实验组作品的社会责任维度得

分较对照组提高 27.3% (p < 0.05)。 
将思政教育与《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深度融合，通过设计与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教学模块，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价值观。同时，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和案例分析，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提升实践能力。创新的综合评估机制关注学生在专业技能和思政教育方面的共同发展，强

调实践导向的学习体验，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旨在打造具备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

另外，将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贯彻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更加契合 2024 年 9 月 10 日全国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7492


徐晓文 
 

 

DOI: 10.12677/ces.2025.137492 35 创新教育研究 
 

教育大会上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这一重要指示。 
 
Table 1. “Three dimensions, four indicators”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三维度、四指标”评估体系表 

评估维度 观测指标 测量工具 前测均值 后测均值 

认知 国家战略理解度 标准化测试 63.2% 91.4% 

情感 专业认同感 Likert 量表 3.21 4.35 

行为 复杂问题解决能力 项目成果评审 78.5 89.7 

 
本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主要突出点包括：(1) 建立“思政融教”教学案例，突破传统知识传授的局限，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深度，深挖思政因素与包装工程技术融合；(2) 创新建立综合评估机制，以评

促教，引导学生理解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感的辩证统一；(3) 实施以赛促教创新实践，培养具有道德意识

与工匠精神有机统一的高素质包装工程人才。 

7. 结论 

通过《智能包装技术》课程改革与路径探索，形成思政教育与包装工程专业课程有机统一，使思想

价值引领贯穿于教学计划、课程标准、内容及评价等各个重要环节，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专业认同感，

增强文化自信；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通过融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激励学

生利用智能包装技术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等挑战，结合“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强调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励他们积极投身于包装行业的发展与创新，树立良好的专

业形象和价值观；通过宣传“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主题及“绿色化制造”等战略目标，鼓励

学生关注包装产业的绿色化与减量化发展，培养出既具备专业能力又具备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为

推动我国包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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