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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实践与探索

尹建平，蔺玄晋
( 中北大学，山西 太原 030051)

摘 要: 学校立足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思政目标，依托国防兵器学科专业优势，开展特色化“课程思

政”建设研究，倾力打造“大国兵器”课程思政示范课。通过构建“系统化课程思政核心理念体系、多样化课程思政

教学方法体系、高水平教师思政能力提升体系”，将以“太行精神”为核心的办学文化、“致知于行”为校训的育人文

化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军工文化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

统一，提升学生的综合国防素质，增强学生“军工报国、科技强国”的意识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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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

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是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指导思想。高校应全面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

其中综合国防素质是大学生健康成长、报效国家和

服务社会的基本素质，事关总体国家安全，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将“提高学生综合国防

素质”写入其中，并将其作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七项

根本任务之一［2］。如何发挥学校自身优势，打破专

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之间的壁垒，开展特色化

“课程思政”建设，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是新时代高等院校面

临的重点任务之一［3］。
作为“人民兵工第一校”，中北大学肩负着为国

防科技工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重任。学校立足

“坚持两翼齐飞，服务国防与服务地方并重”的办学

定位，基于培养“具有人文素养、国防底蕴、科学精

神、创新能力与宽广视野的多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和

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深深植根国防军工特色学

科办学优势，开展特色化“课程思政”建设研究，在

“兵器概论”课程基础上，通过升级改造，开发了具

有中北国防特色的课程思政示范课———“大国兵

器”。该课程将山西红色革命文化、以“太行精神”
为核心的办学文化、“致知于行”为校训的育人文化

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军工文化等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教学之中，传承中国共产党军工史，拉近与学

生的距离，提升课程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增

强学生“军工报国、科技强国”的意识和情怀，凝聚

起学生履行神圣使命、投身国防军工、励志“强军兴

装”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大国兵器”作为一门新时代大学生综合国防

素质通识课，是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站在

“为党育英才、为国铸利器”的高度，挖掘国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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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中国共产党军工史，

倾心打造的课程思政示范课［4］。
“大国兵器”课程涵盖枪械、火炮、弹药、坦克等

知识，共 16 讲，每讲包括基本概念、结构原理、作战

运用、典型装备、发展趋势、科研故事、装备实践、院
士访谈等内容。通过“专业知识模块化”和“思政内

容故事化”的教学设计，以“兵器知识的兴趣点”和

“战例案例的关注点”为学生展示现代军事科技知

识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以此提高学生国防科技素养，

锤炼铸造大国利器本领。同时将蕴含其中的“显性

和隐性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各个教学活动和教学环

节中，激活课程德育元素，释放课程育人功能，实现

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提升学

生以“爱国、奉献、创新、担当”为核心的综合国防素

质，培养具有深厚国防底蕴的高素质人才。
“大国兵器”课程邀请王泽山、王哲荣、朵英贤、

李魁武、刘永才、刘尚合、苏哲子、张锡祥、杨绍卿、杨
树兴 10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主讲; 形成了“十位

院士领衔主讲、专家学者专业授课、思政教师全程导

航”的创新教学模式。通过院士、专家、学者、思政

教师崇高的师德师风塑造人、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

人、深厚的学术造诣培育人，从而凝聚起强大的课程

育人合力，有效提升课程育人成效［5］。
“大国兵器”课程思政综合国防素质课的建设，

坚持顶层设计思维和动态更新的开发理念，以专业

知识为主体、“显性思政 + 隐性思政”元素为两翼，

构建了完善的“一体两翼”课程思政结构体系，引领

学生爱党、爱国、爱家、爱集体、爱学习，做到价值取

向与党和祖国人民同心、学术方向与政治方向同向、
学术卓越与思想卓越同行、学识魅力与人格魅力同

在，努力成为具有深厚国防底蕴的高素质人才，成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大国兵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大国兵器”课程每一讲由“每讲金句、理论讲

授、实践体验、院士访谈、思政故事”五个教学环节

构成，建立起高水平教师思政能力提升体系，搭建起

思想启迪、知识传授、互动访谈、情感培育的专业课

程平台。
通过构建多样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采用

传统文化教学、专业理论教学、装备实践教学、院士

访谈教学、红色情感教学五种教学方式，带领学生深

刻体悟贯穿在课程中的文化底蕴、知识魅力、沉浸体

验、精神风范和价值追求; 打造有广度、有厚度、有深

度、有高度、有温度的课堂，突显金句引领人、知识教

育人、实践指导人、院士激励人、故事感染人的“课

程思政”功能，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的同频共振，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国防素质［6］。
( 一) 每讲金句

“每讲金句”教学目标: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铸魂育人、以文化人。孙子兵法贯穿中华民族几千

年文明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世界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

量之源。课程通过讲解《孙子兵法》朴素的哲学思

想和传统的道德理念，让学生学习兵家哲学智慧，

将其揭示的以道论政、以德论人、以利论兵、以变

论战的战争指导理论应用于学习中，培养学生辩

证思维能力。通过每节课讲解金句，持续不断地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使大学生站在中华文明史的

方位上，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收到润物细无声的

育人效果。
( 二) 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教学目标: 提高国防科技素养，锤

炼铸造大国利剑本领。通过专业学者对兵器专业知

识的讲授，使学生对各类型武器装备有一个基本的

认识和了解，激发学生对国防科技工业的热爱，涵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军工情怀”，激励学生始终坚持

高度负责的责任心、永远保持拼搏奋斗的进取心、为
国奉献永争一流的事业心，“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肩负起“为国铸利器”神圣使命，珍惜宝贵时间，保

持健康体魄，勇攀科学高峰，永远保持冲锋姿态，逐

梦前行。
( 三) 实践体验

“实践体验”教学目标: 培养“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充分利用学校各类武器陈列

室，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教学、实际操作武器装备，加

深学生对所学兵器知识的理解; 引导学生了解其生

产工艺、性能特点以及与世界先进武器装备的差距，

将现场体验与所学理论知识和自身肩负的时代使命

进行综合考量，深刻体会科研人员对装备产品精雕

细琢的执着追求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通过虚拟

仿真、动画演示展示兵器装备作战原理，达到情景交

融、虚实结合、优势互补、深入浅出的沉浸体验，提升

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全域性感知能力。
( 四) 院士访谈

“院士访谈”教学目标: 运用科学家精神奖掖后

学，用院士、专家身上的人格魅力铸魂育人。弘扬科

学家精神: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勇攀高

77

尹建平等:“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实践与探索



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

精神;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集智攻关、团
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通过把院士、专家对武器装备发展趋势的展望和科研

攻关的故事讲述给学生，让院士、专家身上所特有的

人格魅力、渊博的学术造诣和执着的科学家精神来感

染学生、激励学生，使青年学生能以院士、专家为榜

样，树立“军工报国、科技强国”的理想信念。
( 五) 思政故事

“思政故事”教学目标: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根据课程的国防特色和学

科性质，结合为党育英才、为国铸利器的育人目标，

以世界观方法论引领、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人民军

工精神引领、国防行业特色引领、军事热点问题引领

等“五个引领”为导向，建立系统化课程思政内容体

系，课程思政核心理念。将凝练形成的“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军工精

神”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红色故

事”“军工故事”和“中国故事”为载体融入教学中，实

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深入挖掘著名战役、英雄人物背后使用武器装

备的感人事迹和隐含的精神内涵，通过生动的视频

画面和真挚丰沛的情感，讲好“红色故事”，全面解

读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高尚情操，引导学生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传承民族精神。如在讲授

手枪时，选择“中国革命第一枪”———朱德在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中使用德国毛瑟手枪的红色故

事，让学生重温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统治第一枪的岁月，深刻理解毛泽东“枪杆子里

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在讲授步枪时，选择抗美援朝

战争中志愿军狙击英雄张桃芳———在 32 天内以

436 发子弹击毙 214 名敌人的红色故事，让红色经

典有血有肉，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学生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深入挖掘一代代军工人“于平凡中见伟大、于

细微中见精神”研发武器装备的感人事迹和“祖国

至上、心系国防”军工文化的核心内涵，讲好“军工

故事”，引导学生学习军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军工精神。如在讲授高射

炮时，引入李魁武院士数十年呕心沥血，攻坚克难，

心系祖国火炮事业，研制国产 4 － 25 新型自行高炮

的军工故事，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军工信仰和

“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展示给学生。在讲授

步枪时，引入我校双聘院士、95 式枪族总设计师朵

英贤院士研制出拥有四项步枪世界之最的 95 式枪

族的军工故事，引发学生的知识共鸣、情感共鸣和价

值共鸣，用身边人身边事涵养“自力更生、勇攀高

峰”的军工报国情怀。
深入挖掘在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自主研发、自

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飞

跃背后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学生领

悟“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深

刻内涵，坚定“四个自信”，传承时代精神。如在讲

授隐形飞机时，引入我国一代代航空人通过科技创

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研制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歼 20 隐身战斗机，有力捍卫国家空天安全的故

事，并引导学生就 AI 对未来战机发展的影响进行思

考讨论，培养学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

严谨求实的科学家精神，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

和潜能。

三、以群体智能理念推动“大国兵
器”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实质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下

全体教师共同开设的一门“大课”，目标是协同育

人。其关键是要搭建一个融合政策沟通、课程协同、
经验交流、资源共享、管理畅通的多功能教学平台。
但在课程思政实践中，由于教师缺乏彼此沟通互动

的平台支持，导致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协同育人缺

乏抓手、难以落实。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

中北大学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领域兴起的群体智能

理念引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利用教师的群体智

能优势，在没有中心控制的情况下，寻找解决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中共性问题的新思路，依托互联网信息

技术，创新基层教学组织形式，由跨学院、跨学科、跨
专业一线教师在云端建设了“师道”课程思政虚拟

教研室，由跨地域、跨校际、跨学科一线教师在线下

建设了山西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联盟。以课程思政

虚拟教研室和课程思政建设联盟为载体和媒介，针

对“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建设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取
得的典型经验做法、教学中遇到的困惑难题等进行

开放式教学研讨。利用教师的群体智能优势，促进

“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好想法、好点子、好

经验、好理念的集群涌现和优化，为“大国兵器”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 一) 依托课程思政虚拟教研室推动“大国兵

器”课程思政建设

虚拟教研室作为“智能 +”时代新型基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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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7］，突破空间地域局限和学科专业归属，采用

跨院校、跨学科、动态开放的方式组建教学研究团

队，利用互联网 + 智慧教育的先进手段，开展线上线

下、虚实结合的教学研究活动，对推进高校信息化教

学、混合式教学和融合式教学起到了一定作用［8］。
“师道”课程思政虚拟教研室依托云端虚拟平台开

展跨院校、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思政教研活动，以

“共建共享”理念积极探索“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建

设，汇聚“大国兵器”优质课程思政案例资源，建设

“大国兵器”课程思政研究选题库、完善“大国兵器”
思政元素案例库，推动发挥“大国兵器”课程思政示

范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 二) 依托课程思政建设联盟推动“大国兵器”

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联盟作为提升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水平的学术共同体，可为联盟成员高校搭建课程思

政建设交流平台，加快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

能力，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建，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山西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联盟，通过跨地

域、跨校际、跨学科的开放合作，着力构建符合人才

成长规律、体现时代要求、彰显山西特色的课程思政

体系。搭建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打造具有山

西特色的“课程思政品牌”，加大对“大国兵器”等优

质课程思政资源的推介力度，并以“大国兵器”课程

思政示范课建设为案例，开展跨校、跨区域的线上线

下培训活动，扩大优秀课程思政资源的辐射面，发挥

山西省高校课程思政品牌示范效应，全面提升教师

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全国高等军

工院校课程思政联盟着眼于推进军工类院校课程思

政建设目标，从凝聚发展共识、示范引领发展和共享

优质资源三个方面的发展方向打造高等军工院校课

程思政工作新高地。中北大学作为联盟成员单位，

立足学科特色优势和人才培养定位，全面推动“大

国兵器”课程思政示范课在 16 所联盟成员高校推

广应用，携手推进军工精神和红色基因融入教书育

人全过程，搭建“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建设交流平

台，丰富“大国兵器”课程内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共建，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大国兵器”课程思政综合素质课的开发，坚持

了顶层设计思维和动态更新的开发理念，以专业知

识为主体、“显性思政 + 隐性思政”元素为两翼，构

建了完善的课程结构体系。通过特色化课程思政建

设，将以“太行精神”为核心的办学文化、“致知于

行”为校训的育人文化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军工文

化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引领学生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爱家、爱学

习［9］，涵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军工报国

精神，使学生努力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中北大学开设“大国兵器”课程以来，有包

括空军工程大学、陆军边海防学院、广西警察学院、
山东警察学院、长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湘潭大学、
延安大学、河北大学等在内的军地 105 所高校学生

选课，累计选课学生达 4． 28 万人，互动近 85． 6 万

次，受到广大学生的普遍欢迎，收到了良好的育人效

果，并为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特色化建设提供了

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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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Embodied in The Weapons of a Great Power

YIN Jianping，LIN Xuanjin
(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the obj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and relying on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 of the disciplines for national defense weapons，the university car-
ries ou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and
strives to create the demonstration course of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through The Weapons of a
Great Powe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 systemized core concept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
ulum"，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 system and system for the promotion of high-level teachers'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the school culture with " Taihang Spirit" as
the core，the educational culture with " knowledge-action unity" as the school motto，and the military culture of "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 a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to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abili-
ty training and value guidance，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defense quality，and enhance students' conscious-
ness and feelings of " ser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military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 national defense quality; curriculum ed-
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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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the Cohesion Provisions
between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GAO Meiyan，DUAN Zhongqiang
( School of Law，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Abstract: To truly embody the "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o strictly implement the " damagers'
liability" principle，and to better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reform process，the Ｒeform Plan of Ecological Com-
pensation System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was issued in 1917 in China and Several Provisions on the Trial of Compen-
sation Cases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rovisions) was put into
effect in 2019． However，due t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
gation，there are many conflicts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Although the Provisions fill the gap of the cohesion between the
two litigations to some extent，the Provisions are not perfect． Based on the present existing problem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hesion optimiz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in four aspects，such as perfecting the core legislation of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clarifying its nature，clarifying the sued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two lawsuits application
scope，and supplement the suspension clause from the trial debate，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two lawsuits' maximum
force．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o-
hesion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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