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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立德树人是高校贯彻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
务，要注重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人文素养、政治觉悟
的培养。”[1]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工作
指明了方向。研究生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
期，作为精英群体，虽然研究生的生理年龄趋于成熟，
然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对其心理影响较大，复杂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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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高校素质教育体系中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有效渠道。在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人文素养，满足社会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本文结合“课程思政”内涵，探讨了
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从“明确具体目标”、“提炼思政元素”、“更
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建立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路径，为“课程思政”融入
新工科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提供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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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channel to produce high-level talents in college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eather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will help to improve students' moral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 of society for talent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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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动机会引起多种现实困惑[2]。“如何培养研究生人
才”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未来，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
族发展的未来。
“课程思政”作为影响和塑造学生的有效渠道，具

有“道德培养、知识传递”的双重作用[3]。思政课程，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较难解决“新工科”背景下研究
生群体的理论实践难题[4]。在以往工科院系的研究生
专业课程授课中，专业教师主要以传授科学知识为
主，思政教育往往依赖于专门的思政课程。而通过研
究生“课程思政”的建设，可以让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
相辅相成，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和道德品质协同发展，
实现真正的以文化人、以德育人[5]。在我国，像皮革这
类传统行业急需具备科研精神、爱国情怀和人文素养
的高层次工科类人才去继承和创新。因此本文以皮革
化学与工程学科（以下简称皮革学科）研究生“课程思
政”为例，通过对课程进行优化设计、探索具体的实施
路径，探究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新工科”研究生育
人体系的全过程。

1“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一种课程观，也是课程德育理念层
面的新提升[6]。“课程思政”的实质是将各门各类课程
与思想道德教育有机融合[7]。在所有教学体系中提炼
出人文关怀、爱国情怀、文化价值等课程内涵，构建综
合性“三全育人”的思想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建设“四个统一”的论述观

点中强调了“教书”和“育人”要融会贯通[8]。育人先育
德，在高校教育中教师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三
大规律”逻辑基础，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
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9]。“课程思政”建设中“思政”只
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10]。因此通过“新工科”背景下
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可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从单一的思政课程扩展到公共基础、专业课
以及实践操作等各门课程，使得“课程门门有思政，教
师人人讲育人”。

2 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思政教育的必
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皮革行
业的产业结构也处于转型整合期，国内与国际制革企
业之间的实力缩小，高层次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成了
各大企业在竞争中谋求发展的关键因素[11]。制革行业

在新时期发展中面临新的挑战，在技术领域的问题也
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去发现、解决[12]。而在传统教学模
式中，教师授课方式仅限于增设专业类实用知识，很
少结合未来行业发展需求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正确
引领[13]。这就需要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在制革清洁化生产、皮革制品材料开发、功能设计
等应用性研究中，不仅要培养研究生理论知识与实际
技术相结合的应用能力，更要培养学生传承创新的精
神、自觉主动的服务意识以及潜心科研的工作信念，
使其今后在科研工作和生活中展现出社会所需的人
文关怀。由此可见，“课程思政”层面的建设和创新是
高校执行教学工作的必要途径。

3 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思政”建
设面临的挑战

3.1 皮革领域研究生课程基本情况
以四川大学为例，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自

1921年在燕京大学成立的制革系和 1952年组建的
四川化工学院“皮革毛皮及鞣皮剂专业”。目前“轻工
技术与工程”学科下设“皮革化学与工程”、“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发酵工程”、“先进轻工材料”、“食品科学
与营养健康”、“服饰工程”六个研究方向。在学分设置
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在硕士
研究生课程设置上有包含《蛋白质化学》、《植物单宁
及其应用》、《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制革工艺工程
与皮革性能》、《环境有好材料》、《人体生物力学基础》
及《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等在内的相关核心课程。
3.2“新工科”背景下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难点
在新工科背景下，提升研究生专业能力和综合

素质是“双一流”高校的核心任务。要构建出具有皮革
学科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案，是一项长期而又
艰巨的系统工程，具体存在以下三方面难点：
（1）工科研究生专业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的

结合
不同学科在实施“课程思政”建设的难易程度也

有所不同。对于课程资源丰富的人文学科来说，课程
资源易于整合，思政教育易于融合[4]。而理工类学科的
学生的文化素养往往比较薄弱，原有的研究生专业课
程设置中缺少思政内容，且皮革学科中实践性课程、
综合实验类课程较多，设计难度较大，这是本研究的
难点之一。
（2）研究生导师与“课程思政”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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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具有专业化特点，导师是研究生学习领域的专家学
者，能够指导学生对学科知识进行开拓创新[14]。同时，
研究生阶段是学习论文撰写的关键时期，导师是构建
“课程 +论文”育人体系必不可少的桥梁。而实际上，
研究生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培养往往是由思政课教
师或辅导员负责[5]，导师很容易成为一个指引学习和
研究的象征符号。因此，如何使导师配合专业课程老
师共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与求真创新得能力，如何将
论文写作指导过程与“课程思政”建设相结合也成为
“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3）工厂实践与“课程思政”的结合
在工科领域，学术型研究生注重理论和研究的

培养，而专业型研究生更偏重实践和应用方面的培
养。皮革学科所培养的专业型研究生主要是为企业和
输送具有创新意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15]，需要接受为
期一年左右的工厂实践类课程。而学术型研究生不能
拘泥于理论，而是要落实到实际生产，为行业循环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这就需要在研究生专
业课程中增设“工厂实践”环节。研究生在工厂实践类
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校外导师和企业专家的指导重点
主要是在技术难点和专业数据的分析上，在学生“传
统行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层面上的思想引领有
待加强。因此，要构建出“思政教育 +工厂实践”的培
养模式也是“思政课程”建设的难点所在。

4 皮革领域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实施路径

4.1 明确具体目标
皮革学科研究生“思政课程”的建设需要结合

专业特色以及学生成长成才的期待，提出“共性素
质培养目标”和“个性化人才培养目标”：
（1）共性素质培养目标：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

究、社会实践等环节的协同培养，使研究生能够系统
掌握理论基础、了解学科研究前沿和行业发展趋势；
学术道德优良，能自主获取知识、能与团队协同合作；
除了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学术交
流能力外，还要具有爱国情怀及职业素养。
（2）个性化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研究生的个性特

征，着力于三类人才的培养：①学术性人才———具备
宽广的轻工技术与工程基础理论、扎实的科学研究技
能和较强的科学探索好奇思维，致力于通过本学科颠
覆性科学理论和技术原理的研究为社会做出贡献；②
技术创新人才———具有很强的创新动手能力、基于难

题导向的科技问题凝练和解决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
素养、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善于在相关产业一线潜
心从事科技攻关和技术管理工作；③复合性人才———
具较强的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国内
外交流沟通能力，能承担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为国家
技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提升贡献自我力量。
4.2 提炼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的首要因素是在课程知识教学中根

据学科特色挖掘和提炼“道德”元素，同时提升专业课
程的亲和力和针对性[16]。皮革行业在大众眼中是高污
染、高能耗的传统行业。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天然
皮草在时装领域引发巨大争议。事实上，皮革行业实
现了对肉类加工业中毛皮等固体废弃物的资源转化，
是我国支柱产业和重要出口产业[17]。同时，中国政府
及毛皮行业协会也一直坚决反对、谴责和抵制虐待动
物的行为。2017年，中国皮革协会与国际毛皮协会进
一步推进和落实了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养殖毛皮
动物的法律法规[18]。
皮革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是在课程教学

中挖掘“人文素养”元素，消除学生对皮革传统行业的
误解，增进学生对皮革学科前景和发展的认识。“课程
思政”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立德树人”。因此在研究
生教学中，可以深层次挖掘教学内容中的“价值引领”
要素，鼓励学生拥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引导其在今后
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里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4.3 更新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不是要专业课模仿思政课的教学模

式，而是要用主流的德育理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引导
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发价值领域的思考。
在课程内容上要根据学科特点，及时组织项目成员进
行教研讨论，论证合理的切入点，将课程思政融入课
程计划和讲义大纲中。例如，在《清洁生产与循环经
济》、《环境友好材料》这类偏重研究理论的课程教学
中，通过国内皮革行业先进的技术及科研成果等方面
的介绍，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及自豪感。在《品牌视觉
形象设计》这类针对皮革制品设计的课程教学中，可
以着重于传统文化的引荐，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皮
革学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19]。通过增加艺术审美
和人文社科类的教学知识，可以提升大学生文化涵养
与能力素质，从而使得皮革行业人才能沿用社会科学
的“理解”原则去理解客户的需求[20]。
4.4 改进教学模式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势在于思政教育对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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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系统的小班化教学，实行以“校内导师”、“辅导
员”、“企业导师”研究生三位一体的思政辅导机制。理
论、实践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合理分配，形成
“基础型→专业型→综合型→创新创业型”的多模块
化的递进模式。“课程思政”需要双向结合，即“素质教
育和专业教育在其教育内容和手段上主动与思政教
育内容相结合，并主动变革课程形式和内容。”可采用
混合式教学法，把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和数字化或者
MOOC网络教学优势结合起来，以此实现“互联网 +”
时代新工科发展的新趋势。
在课程设置中引入与“工厂实践”和皮革研究领

域相关的学术讲座，邀请校企、科研专家、思政课教师
加盟参与，分享皮革未来行业发展和需求。在课外学
习设置中，可以开展相关主题的比赛，如“学术诚信”
相关的创意作品征集活动和故事分享，实验安全摄影
征集比赛等。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导师在对研究生专
业知识的指导以及价值取向的引领，正是“传教、授
业、解惑”的集中体现。论文写作是导师对研究生专业
水平、创新能力和学术品格的综合考察。为了减少学
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可以将思政教育贯穿在论文写作
的指导以及专业知识的教导过程中。
4.5 建立教学评价
“课程思政”的开展需要建立客观而科学的考核

标准去评价其实施成效[21]。评价体系的原则需要注重
教学的过程而非结果，教学机制监控要从“评教”向
“评学”转变[22]。以学生作为评价主体，评价体系应对
研究生进行态度、情感及价值观方面的思想素养调
查，并对已经毕业的研究生进行定期测评。通过在已
经建立的学科共享平台（MOOC）上建立“思政教育”
模块，将提炼出的“思政”元素融入到网络教学中，鼓
励学生积极分享课堂感悟并提出教学反馈意见，并将
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教学方法的运用中，从而形成改
进方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5 结语

在开放的多元化社会形势下，培养爱国如家、德
才兼备的时代新人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目标。皮革
行业目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行业发展需要坚实的人
才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是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研究
生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相结合的重要渠道，也是“新
工科”背景下教育领域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不仅为
培养学生传承创新精神、自主学习意识以及潜心科研
信念等综合素质开辟了新途径，更为中国教育软实力

和文化感召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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