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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能源汽车 MOOC实例的课程思政融合方法研究

赵炜华，余 曼，李郁菡，张俊溪
（西安航空学院 车辆工程学院，西安 71007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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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十九大以来，聚焦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教育
部启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形成了新时代高校育
人新格局。长期以来，专业教育因主要关注能力培养而
忽略思政教育，育人模式与新时代教育改革相冲突，专
业课程思政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的王光彦[1]提出要深入挖

掘拓展高校各门课程思想政治元素，充分发挥各门课程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吴月齐[2]认为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旨在构
建的是一个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大思政”工作格
局，必须从第一课堂挖掘每一门专业课的“德育元素”；
推动“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建设，全面提高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石丽艳[3]认为课程思政的价值旨归

就是要求每一个教师树立全员育人、全面育人、全过程
育人的理念，充分发掘每一门课程的德育元素，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作用和育人功能。
刘承功[4]认为深入推进课程思政，要从教育思想的

高度深化认识和理解，要看到它的重要责任就在于价值
引领，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王海威等[5]认为课程
思政应将专业课程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目标有机结合起
来，以期达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双赢”。成桂英[6]认
为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需要在三方面着
力下功夫：一是完善课程思政的体制机制;二是鼓励和
推动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密切合作，深入挖掘专业
课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三是立足学科的特殊视野、理论、
方法，实现“思政”与专业的“基因式”融合。邱伟光[7]认为
课程思政的实施，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把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起来。肖香龙
等[8]认为课程思政可以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理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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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存在较大难度的问题，针对课程思政的难点、实施障碍，以及建设方案进行研究。在总结分
析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基础上，研究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障碍，以建设完成的 MOOC课程思政为实例，研究提出范式相对固定的课程
思政建设方案。研究和实践表明，经过课程整体设计，精细分析衔接点，内容的系统性重构等，可形成范式相对固定并有效的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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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ed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construction
scheme based th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was studied. Integrating difficul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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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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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五个一”平台建设、持续的政策导向和健全的制度机
制建设等方面着力推进课程思政工作。高德毅等[9]认为
树立课程思政理念，强调学校教育应具备 360度德育
“大熔炉”的合力作用。高燕[10]认为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
工作的中心环节，根据学生专业学习的阶梯式成长特
征，系统设计德育递进教学路径。刘淑慧[11]认为实现互
联网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让课程的“思政”作用更加明
显。牛秋业[12]认为高校应该以专业课为平台，创新思想
政治教育模式，加强专业课与“思政课”的互动，真正使
思想政治教育收到实效。卢诚[13]认为应打造实践性教学
的评估体系。形成具有较强科学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
运行机制。
虽然课程思政的理念已经在高校教师思维中成形，

但如何有效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思政教育作用，仍然需要
深入研究。基于高等教育课程思政研究和实践现状，以
团队所建设的新能源汽车 MOOC为实例，分析工科专
业课程思政的问题，提出专业与思政的融合方案，为高
等教育课程思政育人提供借鉴。

一 课程思政实施难点
（一） 专业知识连贯性

专业课程是按照一定的知识逻辑结构形成的，知识
经历过长时间的积淀，每门课程都形成科学严密的结构
体系。这种结构体系不仅有利于课程教学的实施，也有
利于接受对象的系统学习。在授课过程中，虽然有部分
外延，但仍然遵循着相同逻辑进行。在课程教与学的过
程中的连贯性特征，造成专业知识体系具有对其他内容
的排异性。
（二） 系统贯穿融合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属于思政领
域的专业知识，同样具有严密的系统结构，同样具有其
他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特点。在课程教学中，如何将两
个原本看似相关程度不高的知识体系内容，按照预设一
个授课方案进行系统融合，做到相互贯穿的有机结合，
对于教师的教学设计提出极高要求。课程思政不是简
单、直接地把思政课的部分内容搬到专业课教学中，而
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地自然融入。而在现实教学工
作中，教师受自身经历和精力限制，能够完美将两者融
合的为少数。
（三） 教学双方认可度

课程思政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传统
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一种挑战。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

力存在于教与学的双方认知中，而改革则对双方均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未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简单
地加入思政内容，教师的原有教学内容设计出现不连贯
的问题，而学生则有被说教的感觉，影响双方任务的顺
利进行，进而被摒弃。对于改革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一个
研究和重新认知的适应过程，而双方对问题的认知则从
根本上影响着育人效果。

二 问题成因
（一） 知识体系障碍

课程思政需要将思政知识体系与专业知识体系进
行有机融合，将思政内容内化于专业知识体系中。两个
原本面上关联度相对较低且自成严密科学体系的内容，
均存在一定的排他性特征。这一特征造成两者之间融合
程度低，如果在课程设计中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很难形
成新的知识育人体系。对于高校教师群体，由于“精于一
艺”的专业知识体系特点，加上思政知识体系存在不足，
导致课程思政实施困难。
（二） 专业水平障碍

开展课程思政育人的课程教学，除教师要掌握思政
知识外，对教师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原有课程教
学注重专业知识传授，且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逻辑，在
学习和实践中形成了标准范式，按照相关逻辑组织教学
内容即可。在课程思政要求下，教师需要对课程的内涵
与外延，课程在系统育人方案中的作用与定位，在课程
体系中的起承转合关系等内容均具有清晰把握。对于专
业课程知识的把握所需达到的程度，已经超越很多高校
对任课教师的要求。
（三） 成效检验障碍

育人是一个综合作用下的产出问题，不仅具有效果
在短时间内难以衡量的问题，而且育人成效难以与某一
具体因素或课程建立关联。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课程
思政育人的作用难以产生显性效果，那么对于课程思政
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等难以进行检验，也导致难以
进行优化改进，进而导致诸多教师以此为据不进行课程
思政实践。这个障碍在高校教学管理中也是难题，造成
通过管理推进课程思政的有效措施较少。

三 新能源汽车 MOOC实例
（一） 目标分析

1 专业知识目标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动态专业概念，既受

到政策因素影响，又受到产业发展特征影响。课程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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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是让学生了解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背景、意义等宏观
内容，掌握新能源汽车的类型、结构、原理等技术内容。
通过内容对比方式的授课安排，使学生建立起清晰的新
能源汽车的概念。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走
上职业岗位时，能够直接适应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生产
岗位，以及相关产业领域内的新生岗位。
2 课程思政目标
通过该课程应该让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央对新能源

汽车有哪些指示，国家和行业对新能源汽车出台了哪些
政策，推进新能源汽车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等相对宏观的
内容。在熟悉内容的基础上，能够从国家能源安全结构
角度理解国家的各项举措，理解新能源汽车对绿色发展
理念的践行，理解创新驱动的作用，以及绿色出行对大
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
（二） 特征分析

1 专业知识特征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多学科知识综合的集成平台，涉

及机械、电子、材料、化学、物理和计算机等十几门学科。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汽车成为新能源汽
车的主流产品后，汽车“新四化”的特征使得汽车跳出了
传统机械的范畴。在结构、原理、控制、策略和算法等一系
列问题上都与传统汽车差异巨大，且没有形成传统燃油汽

车那样的标准化知识，所以技术创新特征极其明显。
2 课程思政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

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
总书记向 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致贺信中指出，“新
能源汽车产业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仅为各国经
济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也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改善全球生态环境”。中央对新能源
汽车的技术问题和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有明确指示，是课
程教学中必须融入的元素。且在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企业骗取补贴的问题，造成了民众对电动汽
车的误解，需要在广大学生中进行澄清和解释。
（三） 元素及内容设计

综合课程思政目标分析和特征分析，课程内容设计
中对专业知识内容进行解析，收集体现相关内容的思政
元素，并与专业知识内容匹配良好的课程思政内容，以
习近平总书记对有关知识内容的论述进行开篇引入，经
过系统衔接转入到专业知识的讲授。同一门课程中的不
同内容采用相同范式，确保内容变化的前提下固定范式
可以强化学习效果。为避免标准范式下的内容吸引力不
足问题产生，从思政元素到传统文化，均进行了针对性
选择。课程单元内容设计节选见表 1。

表 1 课程内容具体设计节选

课程内容在 MOOC设计中，总共分为 55小节，形
成了 55个课程思政的基本单元。在设计中遵循相同范
式，但以专业内容为主线，配套选择 55节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55项对应人员素质要求，并以 55篇描述绿色山

水风景古诗文进行总结收尾，形成系统性的课程思政融
合方案。
（四） 效果评估

在课程的 MOOC建设过程中，集合了不同专业擅

序号 专业知识 开篇引入 人员素质要求 传统文化 

1 
电动汽车的推动

背景与国家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

的底线” 

相关从业人员要深刻理解和解读国家政

策,应从生态与技术融合发展的角度,来

解决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技术问题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驱动电机的国家

标准与法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相关从业人员在执行标准的过程中,应严

格执行标准规定,而不应采取迂回策略的

小伎俩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3 
新能源汽车的充

电设施管理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加快实施重点任务

和重大举措” 

相关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同时要具备绿色生产、生态安全

和环境保护意识 

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钱。

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4 
纯电动汽车与传

统汽车结构比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随着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能源

汽车产业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相关从业人员要正确认识纯电动汽车仍然

是另外一种汽车的能源形式,是基于补贴

下的新能源汽车的代名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5 
直流电机及其

控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

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

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相关从业人员要从汽车行驶动力需求的角

度,理解直流电机的控制与输出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

山鸟,时鸣春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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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 11名教师，在总体设计完成后课程团队进行了充
分论证。在制作完成后对课程整体效果进行评估，认为
课程内容衔接顺畅，无违和感。在时间比例上，思政内容
占总课时的 1/26，对专业知识无冲淡作用。在制作过程
中，课程制作人员认为课程创新特征明显，未见与之类
似的 MOOC设计模式。在试运行过程中，由 1 个班的
32名同学进行测试，认为内容设计新颖，相关内容容易
接受和学习，除掌握大量专业知识外，对相关问题和理
念有全新的认识。

四 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一） 课程内容进行整体设计

在课程思政的开展实施中，课程内容整体设计是成
败关键。课程进行整体设计时，应详细研究和分析课程
专业内容，将必讲的专业内容作为课程设计的主线，保
证专业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思政内容的设计中，
应基于专业内容所体现的特点，研究与之匹配的思政素
材，使思政内容的中心思想与专业知识点相一致，才能
实现不同知识体系内容的自然接入和输出，使课程在讲
授过程中便于顺适过渡。
（二） 融合点精细进行选择

在两个体系内容确定基础上，课程专业知识和思政
元素均可在各自体系内进行分解，每个知识点也具有与
大系统中其他因素相连接的接口，这些接口就为融合提
供了可能。以每个知识点为基本单元，分别研究专业知
识与思政知识的对应接口，并使其能够形成合理的匹配
关系，则形成了两个体系知识基本元素的准备。
（三） 知识体系解析与重构

在课程元素研究整理完成，接口经过精细化设计之
后，实质上完成了两个知识体系的解析工作。在知识体
系解析基础上，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培养定位，以
及任课教师的特长和理解，按照专业知识主线将不同知
识单元依据主线进行再次重构，形成有机的课程内容，
并根据课堂时长进行有效搭配，则完成两个系统的重构
与衔接。
（四） 综合评价与持续改进

课程思政在内容整体设计、编排完成后，在授课前
应进行适当综合评价。评价主要从课程内容合理性、目
标体系一致性、系统衔接有机性和不同知识体系转换
的顺适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应以课程团队为主体
进行内容设计层面评价，以学生测试方式进行内容编

排评价，以学生感受和认知为基准进行应用效果层面
评价，并保持内容开放和适时更新，保证不断提升课程
吸引力。

五 结论
课程思政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作用，实现

“三全育人”的重要手段。在开展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
与思政知识两个不同体系分别具有的排他性，导致课程
思政开展有诸多困难。在分析课程思政难点和障碍基础
上，提出在课程思政的建设中应重视课程整体设计，在
进行精细分析衔接点的基础上，进行内容的系统性重
构，并将课程内容形成基本固定的课程思政范式。该范
式经过实践证明有效可靠，能够为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
进行系统的有机融合提供一种合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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