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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职业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课程思政作为职业育人的重要环节，与数

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成为提升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机械制造基础》

课程为例，探讨思政数字化建设与实践的具体策略与成效，旨在为其他课程的思政数字化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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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enric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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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d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urse of “Fundamentals of Mechani-
cal Manufactur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eff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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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跃进，数字化不仅在教育领域内部引发了深刻的变革，更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

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一趋势中，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

命与活力。 
为了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教育领域积极探索在专业课程中深度融合数字化与课程思政的新路径。这

一融合策略的核心，在于巧妙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家国情怀、创新思维、职业规范、工匠精神”等思

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技能紧密交织在一起[1]。通过此种方式，不仅丰富了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更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使他们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

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研究课程思政的数字化建设与实践对于职业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具有深远而重大的价值意义。 
《机械制造基础》是高等职业院校机械类相关专业必修课程之一。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机械制

造过程中的常用加工方法及其原理，主要涉及金属材料的性能及常用金属材料、铁碳合金相图、热处理、

铸造、焊接、锻造和机械加工等相关内容[2]。该课程对于学生获取机械制造基础技术知识、提高对先进

制造技术的发展认知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初步具备分析和解决实际生产

问题的能力，并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教师们在授课时以不改变课程原有专

业属性的前提下，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知识的时代性和前沿性相结合，运用数字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将爱国思想、职业操守、人文素养等思政元素牢记于心[3]。 

2. 课程思政数字化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数字化不仅是教育现代化与数字强国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思政课创新发展的重

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为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数字技术的快速

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教育教学的模式，课程思政数字化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必然要求。数字化技术为思政

课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手段。通过运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可以创设出极具

沉浸感和交互性的学习场景，极大地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从而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同时，

数字化技术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使得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思政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因此，课程思政数字化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推动思政教育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选择。随

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课程思政数字化将会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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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数字化建设总体思路 

结合我校职业本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实际情况，以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课程《机械制造基础》为例，

探索在专业教育中将思想政治价值、课程专业知识与数字技术相融合，从教师理念引领、学生信息素养

提升、数字资源支撑、元宇宙多元体现、全过程考核等具体内容推进，实现“价值–内容–技术”三位一

体的职业本科院校专业课程思政数字化教育模式。其总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verall idea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图 1. 课程思政数字化建设总体思路 

4. 课程思政数字化建设实践策略 

1) 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理念引领 
专业教师是高校课程思政数字化建设的关键。教师作为专业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理论与实践的实施者，

其素养理念、专业知识与数字技术能力直接影响到具体专业课程思政实施[4]。课程思政数字化建设首要

的是提升教师的思政元素挖掘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通过一系列专题培训和思政比赛来提高教师思政素

养、数字化教学能力。 
2) 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当代青少年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足，接

受新生事物快。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合理使用信息化工具，甄别优劣资源，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防止出现游戏化、娱乐化倾向。 
3) “互联网+”教育的数字资源支撑 
结合高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知识点，利用“互联网+”教育手段将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体系转化成数字

化形式，形成专业课程思政的数字资源库。教师需要将各专业示范课程、典型案例、知识图谱、专题学

习、思政资讯等各类资料纳入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库。 
4) 元宇宙下课程思政多元化体验 
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元宇宙技术为课程思政内容与模式创新提供实践路径，增加课程思政教学的

可视化、趣味性。采用 AR/VR/MR 技术可更好地体验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内涵，增加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

可视化与体验感。 
5) 全过程的课程思政综合评价 
结合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显性和隐性特点，采用综合性的全过程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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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与学生全面有效评价。运用大数据健全课程思政考核方法，结合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大数据分析，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优化算法自动优化课程思政的全过程评价体系，能够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实施过程监测。 

5. 课程思政数字化在课程中的实践 

结合《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在各章节的教学内容中全面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并优化课程教学设计和考核体系，采用在线教育超星学习通平台、虚实结合教室、金相技能竞赛、

虚拟仿真实践等数字化手段丰富课程教学活动。具体实践过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Digital practic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
facturing” 
图 2.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思政数字化实践过程 
 

为了详细说明课程思政数字化在《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中的运用，现选取课程中的一个教学内容

“CA6140 型卧式车床的传动系统”来介绍其实施过程。“CA6140 型卧式车床的传动系统”教学内容是

掌握其传动系统主要由主运动传动链、车螺纹传动链、纵向进给传动链、横向进给传动链及快速移动传

动链组成；理解各个传动链的传动原理，以及根据传动系统图写出传动路线表达式、运动平衡式，计算

出最高、最低转速。 
在本次教学任务中，我们聚焦于“CA6140 型卧式车床传动系统”的深入学习，旨在不仅传授学生扎

实的专业技能，更着重培养他们严谨求实、细致入微的职业操守，以及追求卓越、不断精进的工匠精神。

课程内容划分为课前预习、翻转课堂与课后巩固三大阶段，每一环节都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教学手段与思

政教育元素，确保学生在掌握复杂机械传动原理的同时，也能深刻领会并践行职业道德与工匠精神的核

心价值。 
1) 课前预习 
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我们精心准备并发布了关于“CA6140 型卧式车床传动系统”的全方位学习盛

宴资源包。此资源包不仅深度集成了教师精心制作的授课 PPT，还广泛收集并整合了 B 站与中国大学

MOOC 上的权威讲解视频，精选内容，直击知识要点[5]。更为亮眼的是，我们加入了“CA6140 型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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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床传动系统”的动态模拟动画，巧妙地将教材中的二维图示与视频中的三维模型相融合，构建了一个

虚拟的实践探索空间。 
我们致力于通过这一方式，将传统的、可能显得抽象与单调的平面教学转变为生动立体、互动性强

的可视化教学模式。这一转变旨在简化复杂概念，提升学习趣味性，并有效弥补学生在空间想象能力上

的不足，同时激发他们对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学生可以在沉浸式的学习环境中，直观地理解车床传动

系统的运作方式，感受数字化的魅力。 
此外，我们特别融入了思政教育元素，通过介绍大国工匠——数控车工洪家光的光辉事迹，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怀与职业自豪感。洪家光，以其非凡的技艺与不懈的创新追求，在航空发动机叶片滚轮精密

磨削技术领域屡创佳绩，荣获多项国家级殊荣。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实现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完美

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协作共进、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通过洪家光的故事，我们引导学生深刻

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激励他们在专业学习中不断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

基础。 
学生在阅读完发布的资料与观看视频后，首要任务是深刻反思工匠精神如何触动自身，为即将展开

的课堂讨论奠定思想基础。各寝室作为讨论小组，室长担任引导角色，确保每位成员都能积极发言，展

现独立思考的成果，促进思想的自由碰撞与交融。随后，室长需细心汇总每位室员的见解与感悟，形成

一份集思广益的总结报告，并通过软件平台的交流区域进行分享，以便全班同学交流学习心得。 
进一步地，为了深化学习效果并培养问题解决能力，每个寝室还需共同挖掘一个与课程内容紧密相

关的问题，通过集体智慧或者上网查询相关文献资料探讨解决方案，最终将这个问题及其解答提交至软

件的预习作业区。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迅速掌握课程核心知识点，还极大地促进了寝室成员间的团队

协作与互助精神，使同学们在无形中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各个环节。 
2) 课中翻转 
首先，指派一位室长就大国工匠洪家光的杰出事迹进行一番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分享。随后，教师可

以适时引导，提出启发性问题以深化讨论，然后教师将学生的关注点从人物事迹引向具体的技术实践，

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铺垫。 
然后，进入翻转课堂的主体环节。教师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预习中遇到的疑问，如在 CA6140 型车床

的主运动传动链中，M1、M2 离合器、齿轮 34 各起什么作用等问题。学生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或

利用教师预先在平台上发布的资料进行自主探究。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引导者，适时介入，对学生的

讨论进行点评，鼓励创新思维，同时确保讨论方向不偏离课程核心。 
最后，教师汇总学生的讨论成果，结合本节课的重点与难点进行系统性讲解。通过对比学生的理解

与教师的专业解析，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解决预习中的疑惑，并强调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充分

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还促进了师生、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为高效学习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3) 课后巩固 
当学生再次登录线上平台，他们沉浸于丰富的数字化教材和资源库之中，深入阅读并总结所学知识，

同时积极探索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拓展学习材料。这一环节不仅巩固了课堂所学，还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

的兴趣和动力。 
教师则巧妙地利用线上平台的优势，精心布置课后作业，这些作业既覆盖了本节课的核心知识点，

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旨在促进学生深入思考和应用所学知识。此外，教师还发布了思政讨论帖，将专

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鼓励学生围绕特定主题展开讨论，分享见解，促进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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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促进知识的内化，教师要求学生在线上平台的讨论区复述本节课的大致

内容。这一过程既是学生自我反思的过程，也是相互学习的机会。学生在复述中不仅巩固了记忆，还学

会了如何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若在复述过程中遇到尚未掌握或表述不清的内容，学生被鼓励在

讨论区留言提问，这样既能及时获得同伴或教师的帮助，又能促进讨论区的活跃氛围，形成积极向上的

学习环境。 
通过这样的线上互动模式，学生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还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思政教育的渗透，实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 

6. 教学效果 

在“CA6140 型卧式车床传动系统”这一课程案例中，我们运用了数字化教学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与机械专业知识深度融合，不仅传授了技术知识，更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深厚的爱国

情怀。学生们在课前展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他们充分准备，积极参与讨论，围绕工匠精神与爱国情

怀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一过程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追求卓越的工匠情怀。 
课堂上，学生们思维活跃，讨论热烈，他们不仅认真听讲，还主动将所学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相联

系，展现出了卓越的学习能力和深刻的思考能力。教师则通过视觉呈现、互动讨论等多种数字化教学方

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程内容，使复杂的专业知识变得生动易懂，同时也让思政元素在潜移默化中渗

透到学生的心灵深处。 
学生的积极反馈是对这一教学模式最好的肯定。他们表示，将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让他们更加珍视和热爱自己的专业，更加坚定了提升自我

综合技能的决心。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让学生掌握了扎实的技术知识，更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家国

情怀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学督导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课程成功打破了传统“填鸭式”教学的束缚，实现了教学模

式的创新与升级。通过数字化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思政元素得以自然融入专业课程之中，不仅丰富了

课程内容，也提升了教学质量和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了成

长和进步，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中。 

7. 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的浪潮中，课程思政的数字化转型引领了教学新风尚，彻底颠覆了传统教学的框架，实

现了教育资源的跨越时空共享，极大地提升了课程思政的覆盖面、质量与成效。这一变革不仅让思政教

育更加灵活多元，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潜能与动力，点燃了他们内心对科技报国的深切使命与担

当精神。 
课程思政改革的深入实施，如同在学生心中播下了探索与创新的种子，促使他们不仅追求学术上的

卓越，更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内在动力的激发，直接

反映在学生参与各类技能竞赛的热情高涨上，尤其是今年的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我校

学生以非凡的表现脱颖而出，荣获多项个人及团体奖项，这不仅是对他们专业技能的肯定，更是对其不

畏艰难、追求卓越工匠精神的最高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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