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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贯彻落实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融合，根据焊接类课程的特点，分析了焊接类

课程思政的途径，针对课程思政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使思政元素有效融入焊接类课程

中，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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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德育”、“德智体美劳”“德才兼备”均是以“德”为先！人无德不立，

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自 2004 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政策及文件
[1]
，为此

全国高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和实践，“课程思政”则是这一研究所达成的

共识
[2]
。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的基础和前提，如何用

好这些思政元素，充分发挥他们的教育功能
[3]
，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实践

探寻和归纳总结。

焊接技术的应用领域较多，目前广泛应用于宇航、航空、核工业、造船、建

筑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通过对焊接技术的历史、发展、及意义的介绍，引导

学生深刻理解所学专业的重要性，产生专业自豪感；通过对我国焊接现状的介绍，

使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通过对焊接技术应用和发展的教育，培养学生未来从事

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焊接类课程内容繁多、涉及领域广泛、与生产实际联系紧密[4]。该课程对

学生的各方面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对学生焊接方面认知广度要求较大，对学生实

践能力要求较高，所以学生们在一开始的学习过程中会有难度，对知识点懵懂。

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会使课堂

气氛不再沉闷，学习气氛活跃，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人文素养，明确学

习目的，更好掌握焊接技术，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二、焊接类课程的特点

焊接之于工业，如同关节之于人类，没有关节的人类将成为一滩软泥，而没



有焊接的工业也必将走向衰败。时至今日，焊接在整个国民生产中占据不可小觑

的地位。充分利用焊接类课程的特点，将思政元素贯穿到整个焊接类课程教学过

程中，是我们当前思考的重点和不断探索实践的问题。

（一）焊接技术自身的吸引力

焊接技术历史悠久，它是随着金属的应用而出现的，早在商朝，就出现了铁

与铜的铸焊件武器铁刃铜钺。焊接技术遍布我们的生活，是学生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际物象。因此可以从实际出发，通过生活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认识不同材料间

的焊接工艺及焊接性能，同时引导学生去探寻新材料之间的新焊接工艺。随着焊

接技术的发展，我国涌现出像全国“七一勋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

出工人”艾爱国，以及“亚洲焊王”陈剑虹等优秀人才的故事，他们都包含着浓

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朴的哲学思想以及文化自信等元素，其奋斗精

神、科学思想、科学态度均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指引方向。

（二）焊接类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知识的广泛性

焊接类课程除了焊接方法与设备、熔焊原理及金属材料焊接性、焊接结构生

产等直接的专业课程外，还涉及到计算机应用、机械设计、电工电子、金属材料

热处理等知识。它早已成为融材料学、力学、热处理学、自动控制学、电子学、

检验学等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其知识技术的广泛性，需要学生不断的学习

更领域知识，提高知识储备，才能更好更快的学好焊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向学生介绍焊接中焊接机器人等新型焊接设备及技术，来更新学生对焊接领

域的知识，激发对焊接技术的研究和探索。

（三）焊接类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性

焊接是一门需要不断创新、研发的技术。从普通钢铁件的焊接到大面积拼版

焊接、精密仪器焊接等新技术的研发；从工作效率低、环境差、能耗大的传统焊

点电弧的焊接工艺到高效率、节能、有的焊接技术；这些都需要不断的创新、研

发和探索。教学过程中通过对焊接技术的多样性和前瞻性介绍，有助于学生创新

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养成。

三、焊接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堂的途径

（一）通过对焊接技术的历史、发展、及意义的介绍，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所



学专业的重要性，产生专业自豪感

焊接技术历史渊源，从古至今涌现出不少科学家，在教学过程中讲述科学家

们在探索、求知及实验过程中的事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除了学到新知识，

还感受到了科学家们的科学求实精神。例如凭借世界一流的构架焊接技术，被誉

为“高铁焊接大师”的李万君，为了在外国技术封锁面前实现“突围”，他凭借

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一次次试验，参与填补了国内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等转向

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的空白，进行技术攻关 100 余项。见证了中国高铁事业的

发展历程。用辛勤汗水融入每一道焊缝中，为中国梦提速。类似的故事能够给课

堂注入人文气息，增强课堂的多样性，也有助于学生认识到专业的重要性和激发

对专业的自豪感。

（二）通过对我国焊接现状的介绍，使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

我国焊接技术发展迅速，通过科学家们的不断研究，大国工匠们的不断探索，

我国已经攻破航母焊接技术、高铁焊接技术、核电站焊接难题等国际垄断性技术，

除此之外我国的低温焊接技术、管道焊接技术和激光焊接技术等已经走在了国际

前沿。在课堂中融入此类现状的介绍，不光可以扩宽学生对专业的认知范围，还

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通过对焊接技术国内外比较，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虽然我国焊接技术整体发展水平较好，也有了个别区域的领先水平，但是我

国的焊接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例如焊接技术应用面窄、数量少、

焊接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机械化水平较低等等。通过比较，让学生了解我国焊接技

术领域的短板，提出焊接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激发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四、焊接类课程思政中的误区及避免方法

（一）方式合理避免“硬思政”

课程思政在本质上是属于学科德育，我们在应用过程中要通过“隐性”的方

式进行，让学生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政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中不能采用

灌输的方式实施课程思政进行直接宣教。比如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政治认同等

方面的内容，就不宜直接引入到课程内容中，而应该间接的通过案例、故事、影



片等形式体现出来。若一味的“硬思政”，除了会造成一定的违和感，降低课程

思政的教学效果外，还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

（二）避免喧宾夺主，提高思政效果

我们在课程思政教学安排中，要有限度的根据课程时间增加思政内容，确保

在非思政课的课程中，学科教学必须是占主导地位的。除此之外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里的思政内容相比较，课程思政需要利用学科特点，深入浅出的引出思政内

容，达到课程思政效果。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同等重要，我们在课程思政过程中

采用影音、图片、讨论、实践等一种或多种方式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以此达到

事半功倍的课程效果。

（三）思政内容与评价相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在进行课程思政的同时，还需要对

其教学效果开展有效的评价活动。例如采用课程感想、影视观后感等方式评价课

程思政的有效性，并根据评价反馈，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和改进教学内

容和方式。

五、结语

焊接类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需要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是培

养德才兼备人才的保证。这需要我们在教学前认真思考探究，设计课程方案和挖

掘思政元素；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巧妙应用授课技巧；在教学后评价归纳再反思提

高。从而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实现立德树人的要求，培养出德行兼备的工程技

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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