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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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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专业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是新工科背景下高等学校教育的重点任务。以四川农业大学工程管理专业为研究对象，

从课程思政的总体评价、教学中融入的思想政治内容、实施效果三个方面对课程思政建设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发现，当前

课程思政建设效果不佳，教学内容具有局限性。鉴于此，从制度保障、内容建设两方面探索课程思政发展路径，为农林类高校工

程管理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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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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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2020年5月，为提高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教育

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要求，新工科应运而生［3］。新工科以立德

树人为引领，通过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等途径

培养多元化、创新性的卓越工程人才［4］。工程管

理作为典型的工科专业，学生不仅需要具备土木

工程技术及工程建设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还需

要建立工程思维，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思想理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

续加强乡村公共基础建设［5］，这对农林类高校工

程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林类

高校要以其教学优势为依托，结合农业高校特色

和工程管理专业的教育要求，建立科学的人才培

养体系。因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高校工科专

业课程进行改革创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

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高校

工科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开展与实施进行了调查分

析。如董小龙［6］对理工类大学的课程思政建设进

行了研究，积极探索和创新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

方法。张艳［7］分析了新工科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

等。上述文献未研究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在农林类

高校的发展，未从学生角度关注课程思政的相关

问题。因此，本文对四川农业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了当前农林类高校工

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并基于调查结

果，针对新工科背景下农林高校工程管理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提出建议。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

（一）调查问卷设计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并查阅

相关政策文件和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研究的相关文

献进行问卷设计，包括课程思政实施现状和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的重要性（详见网址https://www.wjx.

cn/vj/hHEYbMy.aspx）。

（二）数据收集

在正式问卷发放之前，挑选了与工程管理专

业培养方案相近的工程造价专业各年级学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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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现场发放问卷20份进行预调查。根据

预调查的问卷结果和现场访谈，对问卷导语和选

项进行了修订。正式问卷调查时，基于问卷星进行

数据收集。共发放调查问卷230份，收回调查问卷

230份，剔除无效问卷24份，得到有效问卷206份。

调查对象为工程管理专业的230名学生。

2018级、2019级和2020级学生分别占比24.76%、

29.61%和45.63%，其中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共

青团员和群众分别占比9.22%、83.50和7.28%。

二、结果与分析

（一）课程思政实施现状调研

调查显示，95%左右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专业

课中有融入思政元素，并且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

式，这说明在工程管理专业开展课程思政的前景

很好。下面从课程思政的整体情况、不同类型课

程的实施情况和教学方式三个方面展开。

1.整体了解情况。通过年级和政治面貌两个

维度进行分类分析。年级维度：对于“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2018—2020级分别有47.06%、

68.85%和69.15%的学生无法区分两者，表明课程

思政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高年级仍有近50%的学

生不了解课程思政，这说明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大

课程思政的建设力度。政治面貌维度：有40.29%

的学生表示对课程思政相关信息没有进行过搜索

和学习，其中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占比4.82%，

共青团员占比87.95%，群众占比7.23%。由此可见，

相比党员，非党员学生处于“被灌输”的状态，对

课程思政缺乏主动学习。

2.不同课程类型的实施情况。根据工程管理

专业的学科专业特点和育人要求，将课程类型分

为理论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

和实践（实验）课程两大类。根据《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理论课程的要求，本文选取

了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国家安全

意识和认知能力五大思政元素进行了考察。在这

五大思政元素中，思想道德修养占比最高（80%）。

这与大学生系列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重点高度重

合，教师将思想道德修养作为专业课程中主要融

入的思政元素。此外，国家安全意识作为基本的

思想认知意识，在当前的教学中较为缺乏，需要进

行更深入的建设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根据《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实践课程的要

求，提出了以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为主题的四大思

政元素，即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创业能力和劳动

精神。超过60%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融

入了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劳动精神等元素，培养

学生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之下，创业能力

的融入程度较低。可以看出，在本科阶段教师更

加注重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引导学生弘扬劳动

精神，这也反映出了当前的教学侧重点。

3.教学方式。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习惯的不

同，不同教师会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调查显示，

学生对教师教学方式的喜爱程度各不相同，依次为

案例讨论、视频赏析、情景演绎、主题调研和专题讲

座。学生对教师教学方式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

点，总体上更钟爱有互动性、参与性的教学方式。

（二）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调研

本文结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对课程思政五大建设重点的重要性进行了调研，

调研结果见图1。超过80%的学生认为五大建设

重点重要，表明学生都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意识，但

五大建设重点中选择“非常重要”占比最高的是

51.94%（宪法法治意识）。由此可见，当前思想政

治建设重点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针对政治认同，问卷设置了世情—国情—党

情—民情、党的指导思想、“四个自信”和党的创

新理论四个选项，每个选项占比都超过了60%，

表明学生对政治认同的四个方面有强烈的认知

需求，希望能够在专业课程中学习到这些观点。

其中，“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基础观点的占比为

66.2%，这说明课程思政坚持党的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有实现知

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完美融合。

针对家国情怀，超过80%的学生认为正确认

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

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

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四个方面对自身发展很重

要，学生普遍认可并愿意主动践行。但是认为上

述方面非常重要的学生占比不到50%，且仍有近

2%的学生认为这四个方面对自己在未来的发展

不重要，这说明家国情怀还没有完全根植于学生

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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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课程思政五大建设重点的重要程度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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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化素养，学生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和求大同六个方面有较高的认

可度，80%以上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很

重要。其中，守诚信的认可度高达91.75%，反映出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引起了

学生的高度重视。但认为上述方面对未来发展非

常重要的占比不到50%，这表明学生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的理解不够深刻。

针对宪法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原则、重

要法治概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各选项的占比

均超过了60%。表明学生普遍具有一定的宪法法

治意识，并愿意主动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其中，

认为维护自身权益、化解矛盾纠纷非常重要的占

比为60.19%，这表明宪法法治理念教育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针对道德修养，超过80%的学生认为遵纪守

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实守信、公道办事和开

拓创新等职业品格与行为习惯是重要的，其中遵

纪守法和公道办事占比高达94.66%，表明学生普

遍对优秀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非常认可。但认

为以上观点非常重要的占比不到60%，这表明道

德修养教育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发展路径

基于课程思政的发展要求，结合问卷调查的

结果，围绕课程思政的五大建设重点，本文从制度

和师资保障、内容建设两方面提出了工程管理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路径。

（一）制度和师资保障

当前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进展缓

慢，且部分学生认识不够深刻。为此，学校要切实

加大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力度，采取有

力措施推进课程思政的实施。

1.建立制度保障。首先，学校要整理现有文

件使之与课程思政保持一致。其次，将工程管理

专业课程思政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

纲。为了保证行动实施有成效，需要在课程中加

入与思想政治内容相关的考核，将课程中的专业

知识与思想政治教学紧密联系起来，促进学生养

成良好的习惯。

2.要加强工程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学

校应建立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分专业定期开展典型经验交流、教学培训、

微课教学比赛等活动，加强授课教师和系主任等

相关人员的课程思政建设能力，使教师准确把握

所授课程的特点，深度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通过合理、高效的方式将其授予学生，以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抓好五大建设重点，完善课程思政的建

设内容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五大建设

重点十分认可，认为五大建设重点对自己未来的

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学生的兴趣

和五大建设重点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具体建设

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学生宪法法治意识。提高宪法法治意

识是目前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江  文，等  新工科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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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培养良好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有助于培

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对大学生将来投

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而调查结

果显示，宪法法治意识在专业课中融入较少，因此

未来要通过结合情景演绎等方式，教育引导学生

提高法治意识。

2.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立德树人是课程

思政建设的根本。《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指导纲要》指出，家国情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体现，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是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生对家国情怀的重

视程度普遍较低，创业能力和劳动精神作为家国

情怀的重要体现，在专业课程中的融入较少。未

来要通过结合案例分析和视频赏析等方式，教育

引导学生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提高个

人修养。

3.引导学生增强文化素养。提高文化素养是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高校开展课程

思政建设的目的在于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高质量人才，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注重文化

素养教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文化素养教育还没

有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未来要通过结合主题调研

等方式，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时

代价值和内涵，严格要求自我，提升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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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king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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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the priority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the object, and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tha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not effective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limited.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system guarantee and content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th; questionna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