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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是 1940 年建

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

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开创了我

党创办理工科高等教育、发展国防科

技事业的先河，在我国近代科技教育

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940 年 1 月，为抗战建国、发

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并为未来

的新中国培养一批科学技术干部，

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

院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党必须

培养和造就属于自己的科学技术人

才，靠革命的科学技术人才建设边

区根据地和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学校创建之初就注入了“红色基因”，

阐明了创办大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和

人才培养目标。

1952 年，延安自然科学院转为

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更名为

北京工业学院，办学使命体现了为国

防军工服务的指导思想，办学理念体

深植“延安根、军工魂” 培养新时代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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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培养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精湛

科学知识，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

事脑力劳动，理论联系实际的建设人

才，为国防军工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又

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

1988 年，为适应服务国家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学校由单一工

科院校向以工为主，理、工、管、文

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转变，北京工业

学院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办学理念

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育人目标，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优秀人才。

目前，北京理工大学把立德树人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把培养“胸怀

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

的领军领导人才作为新的使命任务。

贯彻学以致用办学理念

1940 年，边区经济建设遭遇到

空前危机，国民党封锁造成边区物资

极为匮乏。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

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改进边区农

业和工业的生产技术，发展与提高边区

物质的生产”。学校制定了“既照顾现

实，又照顾将来，既抓住中心，又照顾

全面”的教学方针，将物理系调整为机

械工程系、化学系调整为化学工程系、

生物系调整为农业系，真正做到“工厂

农场需要哪一种人才，学校就培养哪一

种人才”，形成了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

建校之初，在教学上反对“满堂

灌”“填鸭式”教学方法，而主张“在

教学上实行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

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学员之间相互

交流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经验。提倡质

疑问难、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

立思考与批判能力”。1942 年延安

整风运动，要求“在教学方法中，应

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

式，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

式”，以“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

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

团结互助的学风”。

作为中国共产党于 1940 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 80

余年的办学实践中把“延安根、军工魂”红色基因根植于师生的血脉之中，体现了报党报国的壮

志情怀和使命担当，一贯坚持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为中国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国防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电力课程思政专题
编者按：今年 6 月 10 日，教育部在江西省井冈山大学召开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会，系统总结《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实施一年来进展、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颁布

实施以来，各电力院校、电力专业的老师积极投身于这场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中，竭力发掘有关课程的思政元素，在授业解惑

中不忘立德树人初心。本期课堂栏目推出“电力课程思政”专题，希望有关做法、经验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高校老师撰写更

高质量的课程思政稿件供编者、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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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五十年代，学校在坚持教

育与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面做

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贯彻“师生结合，

能者为师，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

采用现场教学、直观教学、红专小组

互助、重点讲授、集体讨论等多种教

学方式，发挥了教与学的更大积极性

和主动性，进一步发展了“以学生为

中心”“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

北京理工大学在新时代承担着建

设一流大学的新使命。落实“学生中心、

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先进教育理念，

正构建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的高

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向课堂教学要质

量，建设质量文化，引领质量发展。

坚持产教融合的育人模式

办学初期，徐特立提出，学院要

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

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并由这些单位

成立一所学校管理委员会，彼此商谈，

工厂、农场需要哪一种人才，学校就

培养哪一种人才。学校的主要任务确

定为教育，“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

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基本的知识

和能力”；同时，科研工作为经济建设

和抗战建国服务，从而密切了教育与边

区工农业生产的联系。学校建有机械工

厂、玻璃厂、化学厂等，供教学、实习、

研究、生产使用。许多领导和教师“教

学科研双肩挑”，既担负着教学任务，

也承担着经济建设中的应用科研任务，

并把应用科研成果付诸于经济建设中。

例如，制造了各种机械配件，先后为纺

纱、织布提供了大量实用器械；生产了

一批医疗器械、玻璃制品、灰生铁等。

学校充分发挥理工科学校的科学技术优

势，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军队战备需求

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学校

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教育与科研、

生产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

式。把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作为协同培

养一流人才不可缺的着力点。把优质科

研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和优势，把科研

平台转化为实验、实训和研究创新平台，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装置、教学内容

和高水平教材；推动学生早进课题、早

进实验室、早进科研团队，师生在共同

探索、整合、应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为学生成长发展

打造新高地。

构建产教协同育人新生态，是高

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学校

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与教育目标导向相统

一，面向产业需求深化教学内容与课程

体系改革，从理论、实践、应用三个维

度，打造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平台，以

学科前沿、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成果更

新教学内容，联合开发课程、编写教材，

共建实验室及实习基地，联合指导实习，

实现多元主体的跨界整合、协同育人。

坚持红色基因思政主阵地

学校创建之时所确定的“革命通人，

业务专家”培养目标，体现了鲜明的无

产阶级教育观和办学使命，注入了“红

色基因”。学校设有党总支委员会、教

师支部、大学部支部、高中支部和初中

支部等党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作用是

对党员进行管理教育，发展党的组织以

及对干部、教员、学员进行政治审查，

党的组织系统对行政工作主要起保证作

用。党的领导、院长负责、民主管理

构成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管理的基本框

架，这种架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

学治理结构的源头和基石。

延安自然科学院不仅开设物理、

化学、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基础理

论和专业课程，而且开设了中国革命

史、革命人生观等思政课程，在思想

政治工作方面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为

实现“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人才

培养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这些

思政课程形成了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设置的雏形。

当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作为凝魂聚

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坚持红

色基因筑牢思想工作主阵地，完善

贯通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大思

政”工作格局，推动德智体美劳“五

育协同”，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的协同育人效应。

结语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及其发

展，凝聚着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及科学前辈们的心血，闪烁着创建

者们的智慧和远见。如今，北京理工

大学肩负着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的新使命，更加需要弘

扬和传承“延安根、军工魂”红色

基因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厚植北京

理工大学世界一流理工大学建设的

思想和文化根基，推动思政教育入

脑入心入魂，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CE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