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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相得益彰
育人成效与课程质量双向提升

方向上旗帜鲜明，方法上润物无声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奋斗目标，学校在开始课程思政

体系建设之初即明确了理工科课程思

政的指导思想，即要弘扬科学报国的光

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

神，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把

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同

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科技伦理、生命伦

理等人类文明发展重大问题。副校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雷指出“理

工科专业要在教育教学的各项工作中，

提高站位，围绕培养民族复兴大任所需

要的拔尖创新人才，提升教育质量，攻

坚克难。”

理工科的课程思政属于“隐性教育”范畴，在方向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在方法上则要盐溶于水、润物无声。理工科课程思政教育在与思政元素结合时，努

力做到有机结合、自然融入，与该课程的知识内容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另一方面，思政

教育能起到拨动心弦、引起共鸣的作用，有利于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教学质量的提

升。专业知识与育人元素交织交融，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相互促进，双向提升。

物理学系蒋最敏教授是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大学物理A：力学”的主讲教师。结

合多年来丰富的物理学专业课教学经验，

蒋老师认为，物理学的核心观念，包括物质

观念、运动观念、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

是认识世界的核心内容。因此，物理学教

学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从

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方

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物理学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优势，但仅做到这些

还不够，还有许多思政元素值得挖掘，促进

育人成效与教学质量共同提升。

以“大学物理A：力学”为例。蒋最敏

教授在讲授变质量系统知识内容时，根据

导出的公式讲解火箭运载能力，并通过介

绍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历程、火箭运载能

力的不断提升、2018年中国航天发射累

计完成39次、发射次数首次超越美国位

列全球第一等内容，让学生感受国家科学

技术的发展，激发民族自豪感。讲授一般

的变质量系统的运动方程拓展到多个喷

口的情形，在讲授拓展后的运动方程时，

介绍了我国在矢量推力发动机方面的发

展，并让学生观看2018年11月6日装备

矢量推力发动机的歼-10战机在珠海上

空的出色表演，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了继美

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矢量推力发动

机技术的国家。在讲授角动量守恒定律

时，介绍自然界中脉冲星形成过程及其形

成过程中的角动量守恒；介绍基于脉冲星

的角动量守恒具有极其稳定周期的特性，

我国在脉冲星导航技术上做出的开创性

研究，展示我国科学家不再跟随美欧的脚

步，而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学

生树立自信，激发学生敢于创新、勇攀高

峰的科学精神。

核心内容：科学态度、奋斗精神和报国志向
理工科教育不只是抽象知识的“工具理性”，它必然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价值导

向，必然以回到“人”本身为根本旨归。近年来，通过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理工科课程思

政已在学校相关专业呈现出育人合围之势，同时凝练出三个方面的课程思政核心内

容。一是通过回看科技进步史上的取之不竭的案例，传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培养学生

的科学态度；二是通过擷取我国光荣而艰辛的发展历程中数之不尽的人物与故事，结合

取得的辉煌科技成果，鼓舞学生的奋斗精神；三是展望国家未来发展对科技创新人才的

迫切需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学生的报国志向。

在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中，坚持以专业教学质量为本，以课程思政为魂，提升专业课程品质，逐步探

索出一套育人成效与课程质量双向提升的理工科课程思政经验方法。通过课堂中盐溶于水般地融入思

政元素，实现价值引领，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力，促成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学习动机转变，促成从“学

为小我”到“学为大我”的学术志向提升，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例如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将新工科

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为国家先

进制造业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培养支撑。学院一大批院士、

资深教授、高水平青年学者积极投身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积极将科研优势

转化为专业思政优势和课程育人优势。

徐丰教授开设课程“机器学习”，在教学中

回顾了人工智能发展历史，阐明人工智能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告诉学生中国目前的

技术地位，提醒学生如何突破人工智能关

键核心技术是决定国家复兴命运的关键，

鼓励学生立志钻研关键核心科技，将个人

理想与复兴大任相融合，树立工科学生应

有的科技强国远大志向。

核科学与技术系沈皓教授精心选择

了复旦人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贡献作

为案例。上世纪六十年代，复旦大学核科

重要环节：科技伦理和工程伦理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

遵守的价值准则。教育部在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文件中也指出，适应引领

新经济的“新工科”要求新时代的行业从业人员有效地落实工程伦理意识、掌握工程伦

理规范，并较好地维护和遵守行业基本道德规范和职业规范。在各类课程中开展学术

道德教育、科技伦理、工程伦理教育已经成为学校开展理工科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命科学学院在

环境学、生态学专业课程中，讲好生态文

明故事，树立新时代的环境伦理观。环境

科学与工程系“环境管理”教研组以包存

宽教授为带头人开展集体研讨、集体备课

攻关。教研组立足“中国国情、时代特征”

的研究立场，聚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瞄

准中国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的重大理论

与实践问题，对照课程大纲所有知识点，

系统梳理了“环境管理”专业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生命科

学学院赵斌教授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

“双山理论”与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生

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流域就

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让新技术遇

见SDGs（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形成“生态学思政”专门课程集，丰富的课

程内容深受同学好评。

失效分析是为查明失效原因并采取

预防措施而开展的一系列技术活动。材

料失效分析工作者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

责任，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工程知识，还

要了解标准、规范、规程，甚至包括管理

学、心理学等人文知识。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失效分析分会失效分析专家、上海市安

全生产核心专家、材料科学系教授杨振国

在每次“材料失效分析”专业课中从来不

忘融入工程伦理教育。他系统地总结了

失效分析工作者要具备的七个方面的专

业精神和素养，头一条就是“品德高于技

术”。杨振国通过讲授亲自参与过的材料

失效分析实践案例，让同学们在学习高深

专业知识的同时，又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工

程伦理规范教育课。

近日近日，，教育部发布指导纲要教育部发布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20162016

年年1212月全国高校思政会后月全国高校思政会后，，学校立即启动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进程学校立即启动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进程，，目前已构筑起目前已构筑起

以思政课程为核心以思政课程为核心，，以中国系列课程以中国系列课程、、综合素养课程综合素养课程、、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为支撑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为支撑，，

以专业课程为辐射的课程体系以专业课程为辐射的课程体系，，形成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形成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圈层效应圈层效应”。”。目前目前

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已覆盖所有院系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已覆盖所有院系，，示范专业已覆盖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院示范专业已覆盖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院

系系，，并向理工科院系持续延伸并向理工科院系持续延伸。。本报将推出课程思政系列报道本报将推出课程思政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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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学科：
本科生院

学与技术系前身“物理二系”杨福家、华中

一、卢成荣、赵国庆等老一辈科学家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核科技研究工作。

团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经过多年努力，

于1965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自行设

计、由国产材料生产的静电加速器。那是

那个时代的“大国重器”，为国防相关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物理参数和离子束应用。

当在专业课程“核技术概论”“加速器原

理”讲到质子静电加速器原理时，沈皓教

授总要回顾这段历史，使学生们能从身边

熟悉的院士、教授身上真切感受到“团结、

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感受到老核物理

人艰苦奋斗的硬“核”力量，从而坚定核科

技专业学生的学术志向，激发学习动力与

报国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