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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针对工科院校开设的工程制图课程，提出“价

值—知识—能力”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通过挖掘制图知识点中的思政元素，设计开放性实践任务、再

现先进人物事迹等多种形式，构建多层次思政融入体系。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提升了教学吸引力，在

培养空间想象与图形表达能力的同时，强化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创新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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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se desig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nd puts forward the “value-knowledge-ability” education model for the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offered by engineering colleges. Through mi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designing open practical tasks, reproducing the deeds of advanced characters and other 

forms, building a multi-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system.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teaching,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graphic expression, 

and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Teaching Case；Engineering Drawing 

新时代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知识—能

力—品格”三重素养。既要掌握系统的专业理论，

具备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的能力；更要锤炼正确

的政治品格，保持开拓创新的思维活力，拥有攻克

复杂工程难题的实战能力。这种复合型要求，既彰

显“德才兼备”的传统育人智慧，又契合新时代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智匠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我校的工程制图课程是面向大二学生开展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涉及冶金、材料、自动化、测控等

多个专业。课程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投影理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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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制图的基本概念与规范、构形与表达方法，以及

仪器绘图与计算机绘图的技能，通过学习制图理

论知识和大量的绘图实践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

丰富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构思能力，加强图形信息

的表达能力[1,2]。随着自媒体技术及数字化转型

的快速兴起，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

不断延伸发展。将思政元素引入课堂教学，使知

识学习与思想提升相结合，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是新时代环境下高校教学活动的必然要求。

1  课程思政理念的核心特征

新时代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标志着高等教

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从单纯的知

识传递迈向全方位的价值塑造。这一转型的精髓

在于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

位一体的育人生态系统，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紧密结合。实现这种转型，既需要国家层面出台

课程思政建设指南等宏观政策保障，更依赖于一

线教师富有创造力的实践探索。教师们通过挖掘

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素，不仅让知识传授更

具思想温度，更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认同与能

力提升的共生共长。

新时期课程思政将以习近平同志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通过课程体系设计，

强化“四个自信”教育，构建从理论认知到价值

认同的完整链条，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可感知

的教学模块。通过课程思政与学科体系的深度融

合，在专业教学中有机融入政治认同教育，打破

传统政治思考课与专业课“平行线”的状态。要

精准对接数字中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

让思政教育始终立于时代发展潮头。既要培育深

谙国情民生的创新先锋，更要锻造胸怀“国之大

者”的时代栋梁[3]。

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秉持“目标导向、学情适配、动态优化”的

原则，构建系统化教学设计框架，将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熔铸为有机整体，使教学既契合

认知规律又彰显育人温度。通过学习和研究国内课

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针对不同讲台和不同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探索学生易于接受的课程思政教学方

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科学的、正确的

做事的方式方法和思维意识与良好的学习、研究、

工作习惯，在知识积累的同时进行人格塑造。

2.1  由知识点的内在特征引入思政元素

在充分分析知识点的内在特征的基础上，在课

堂教学中引入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思政元素。要求选

取的思政要素能够对知识点进行形象的表述，还可

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觉悟。

要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教师需首先对学科知识点进行深度解构，既要把握

其内在逻辑脉络，更要挖掘其承载的文化基因与价

值内涵[4]。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创

设“知识发生场景”，让学生在追寻学科发展轨迹

时自然领悟科学精神，在探究理论应用案例时深切

感受家国情怀。

2.2  通过布置开放性题目强化思政意识

结合知识点布置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作

业题目，既是对知识内容的巩固吸收，又能促进

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科技创新能力。这类题目需遵

循“问题导向、文化浸润、思维开放”三原则，

既考查知识迁移能力，更预留创新探索空间。学

生在解题过程中既要回溯文化本源，更要对接现

代科技，既深化了学科理解，更培养了批判性思

维与文化创新力，使教学超越知识复刻层面，迈

向素养培育的新高度。在工程制图课程讲授三维

绘图软件时，布置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作业

题目，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和创作水杯模型，以

练习如伸缩、凸雕、贴图等造型操作。此作业将

计算机技术与课程思政教学联系起来，激发学生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们更加

深入地思考和自主学习。

 
2.3  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再现思政事迹

在思政材料的收集整理中注重发掘学生易于接

受的思政事迹，并以多种形式再现事迹，促进学生



·53· https://cn.sgsci.org/ 

陈华等：新时代环境下的工程制图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Hua Chen, et al.: The Case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Under the New Era Environment

以积极端正的生活态度健康成长。如发现学生出现

学习倦怠期，可向学生讲述“铁人”王进喜的激扬

话语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然

后让学生也设计一句口号，激发继续学习的斗志。

以“铁人”事迹为例，通过震撼性话语的代入与创

造性口号的产出，形成“历史共鸣—现实激励”的

教育闭环。这个活动通过具象化、情境化的思政素

材，搭建历史精神与现实成长的对话桥梁。把握青

年认知特点，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历

史故事、可参与的互动实践，使思政教育既具历史

纵深感又富现实代入感。

2.4  通过预习自学的形式激发能动性

课前预习自学并通过布置自学任务，使学生

主动思考，激发内在动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制图实践课程中开设的摩托车发动机拆装实

验，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自学国产发动机的发展历

程。最初的国产发动机与国际先进国家的发动机存

在很大差距，后来由于国内科技技术的发展使得相

继有国产品牌发动机问世，使学生牢固形成正确的

民族观，加强自我价值意识，激励自己为社会发展

做贡献。

3  融入思政理念的教学案例
3.1  学习唯物辩证法提高思辨能力

将辩证思维方法融入专业教学能有效提升学

生的分析综合能力。以工程制图课程中的装配体图

样画法为例，可引入唯物辩证法中的联系观。装配

体中的每一个零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相互联

系，互相支撑，使得整个装配体实现其特定的功

用。装配图样作为承载复杂信息的工程语言，既直

观呈现设备组件间的装配逻辑与技术要求，又系统

展现各零件功能协同的工作原理。通过引导学生用

普遍联系的观点审视图样信息，既能深化其对机械

结构耦合关系的理解，更能培养从整体到局部、再

从局部关联全局的辩证认知思维，使专业教学与思

维训练形成有机统一。

在贯彻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新标准时引入唯

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制图是遵循国家标准绘制工程

图样，经常有新的国家标准颁布，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也经常会见到采用旧国标绘制的图纸，这时就要

向学生贯彻新国标的画图要求。标准体系的迭代更

新，本质上契合辩证发展理念对事物演进规律的揭

示。无论是物质世界、社会形态还是认知体系，均

处于永不停息的发展进程之中。以计算机技术演进

为例，从1946年ENIAC问世开启电子计算时代，

到晶体管取代电子管实现微型化突破，再到集成电

路催生个人电脑普及，直至量子计算开拓全新维

度，每次技术范式革新都深刻印证着发展哲学的

核心要义：唯有与时俱进，方能在变革浪潮中永

葆生命力。

3.2  在绘图实践中加强创新意识

创新作为文明演进的核心引擎，始终贯穿于人

类发展进程。从钻木取火到量子计算，从结绳记事

到区块链技术，每一次突破性创新都推动生产力跨

越式发展。在当代社会，创新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迭

代范畴，成为涵盖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的系统

性变革力量。理论创新不断突破认知边界，为科技

发展提供哲学支撑；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资源配置，

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科技创新加速产业迭代升级，

重塑全球经济版图；文化创新则在价值重构中凝聚

文明共识。正如蒸汽机革命重塑工业文明，信息

技术革命构建数字时代，当下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集群，正在开启新一轮

文明跃迁。这种全方位创新态势，不仅推动物质

世界改造，更深刻影响着人类思维范式与精神家

园的重构。

组合体构型设计是工程制图课程中的重要知识

点，要求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方式，以基本体为基

础，根据已知条件对组合体的形状、大小进行构型

设计，并用图样表达出来。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学

生需要把创造性思维与绘图练习结合起来，不断地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培

养，工程设计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3.3  由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犹如浩瀚星河，历经五千年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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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成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文化生命体。它是千

百年来激励国人克服艰难险阻、克服内忧外患、创

造幸福生活的强大力量，也是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

力、创造力、凝聚力中的中华文化力量[5]。例如蜿

蜒万里的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

见证了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其“

因险制塞”的建造智慧，凝聚着“众志成城”的集

体意志，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四大

发明的造纸术打破知识垄断，印刷术推动文明传

播，火药改写战争形态，指南针开启地理大发现。

这些创造既彰显“格物致知”的求索精神，更成

为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都江堰，其堪称无坝引水工程的旷世杰作。

这一古代超级工程不仅实现灌溉、防洪、排沙的多

维平衡，更创造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生态

奇迹。都江堰以石为语，向世人诠释着“天人合

一”的东方智慧——既未筑高坝截断江流，也未施

钢筋禁锢水脉，而是以四两拨千斤的巧思，让岷江

之水化作润泽天府的甘霖，成就两千余年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名人的事迹典故，不仅可以

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还能从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例如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问

孝”这个问题上很好地诠释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思想。不同的人提问，孔子给予的回答就不一样。

可以看出孔子根据每人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不同的解

决措施。例如中医的“辨证施治”、教育的“因材

施教”等，都是该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具象化表达。

制图课程的很多知识点都体现了这个问题，在教学

中可以倡导因事制宜的思想，根据不同的情况，制

定适宜的措施。

制图课程要求学生练习书写长仿宋字，这是工

程图样上汉字的写法。这时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汉

字发展的历史过程，树立文化自信。记载文化发展

历史轨迹和丰功伟绩的汉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

经专家鉴定，六千多年前汉字的雏形就刻在了陶

器上。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

原建立王朝，但是这些朝代也都把汉字作为通用文

字。汉字的统一，代代传承，延绵不绝，也是中华

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

3.4  通过实事热点事迹弘扬时代精神

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是工程制图课程的重要任

务，在讲解到零件图和装配图时，举例采用空间交

会对接技术的在轨组装，将多次发射的航天器连接

组装成整体，实现航天站建设等大型轨道复合体。

进一步引出航天事业是一个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系统

工程，需要多领域、多层级的有机融合与协同，这

背后有无数催人奋进的航天故事，有无数可歌可泣

的航天人的辛苦付出和默默奉献。在中国航天事业

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航天科技工作者们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格魅

力和永恒的精神。例如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人类首

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突破通信断绝、盲降风险、极

端温差三大极限。航天团队创新构建“鹊桥”中继

通信系统，研发智能避障算法和同位素热源技术，

总设计师团队72小时坚守确保万无一失。这场“月

背远征”不仅展现中国航天“敢为人先”的创新实

力，更以“归零”精神铸就“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航天品格。

3.5  通过党史教育促进爱党爱国

对工程图样画法和阅读的深入学习，要充分理

解零部件的设计原则，遵循事物的本质，符合客观

规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带领各族群

众，为我国社会的进步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党始终

引领人民把握真理脉络，深谙社会发展内在肌理，

在历史长河中校准航向。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星火燎

原，还是新时代的破浪前行，都始终遵循历史演进

的正道，将社会发展规律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密

码。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既彰

显对社会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更体现将客观规律

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执政智慧。

3.6  通过先进人物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在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引入先进人物事迹，激发

学生奋进的力量。可以举例钱学森铸就大国重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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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脊梁。1955年冲破重重阻挠归国后，钱学森带

领科研团队在“一穷二白”中开创中国航天事业。

他带领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完成“两弹一星”理论

设计。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赤子

情怀，激励着无数科技工作者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

复兴伟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展现中国智慧。

另外，还可以举例张桂梅用教育点亮大山女孩的

人生。她身患重病仍坚持教学，家访行程超11万公

里，用孱弱身躯托起大山里的教育奇迹。其“只要

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坚韧精神，诠释

了教育扶贫的深层力量，激励着教育工作者在乡村

振兴中践行初心使命。这两个案例，分别展现了科

技报国与教育扶贫领域的奋进力量。他们的事迹证

明，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需求，就能创造出超越生

命长度的社会价值。 
4  总结

在工程制图课程的知识模块中，具有与思想

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丰富切入点。这种在知识传授

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教学模式，既夯实学生的专业功

底，更在图纸线条间注入家国情怀。实践研究表

明，课程思政的融入使抽象的制图知识转化为鲜活

的育人载体，有效激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社会责

任感。这种教学探索不仅提升课堂吸引力，更在“

制图育人”的双向赋能中，为未来工程领域培养具

有系统思维和社会担当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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