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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工程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

02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强思政教育在工程教

育中的融入，对于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具

有重要意义。

03
将思政教育融入工程教育，有助于推动工程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

工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背景与意义



1

2

3

思政教育有助于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爱国情怀和

民族精神，增强其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思政教育有助于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职业道德和

社会责任感，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

思政教育有助于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增强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思政教育在工程教育中的重要性



前瞻性探索旨在通过对思政教育在工程教育中
的融入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出更加有效、更加
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政教育模式。

前瞻性探索有助于推动工程教育与思政教育的
深度融合，促进工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前瞻性探索有助于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前瞻性探索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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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具备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程技术人才，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工程技术领

域的需求。

推动科技创新

工程教育通过传授先进的科学知

识和技术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推动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工程教育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

培养符合国家需求的高层次工程

技术人才，为国家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工程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01

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02

思政教育通过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公

德和职业道德，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03

思政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等多种方式提

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等。

思政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工程教育强调工程伦理和职业道德教

育，这与思政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

相辅相成，共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和社会责任感。

工程教育注重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而思政教育则强调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二者在培养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方面

存在内在联系，共同推动国家发展和

社会进步。

工程教育和思政教育都注重学生的综

合素质培养。工程教育通过实践锻炼

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而思政教育则通过课堂教学、

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

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

等。二者在综合素质培养方面具有互

补性，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工程伦理与职业道德 科技创新与国家战略 综合素质培养

工程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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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类专业中设立专门的思政课程，如“工程伦理”、“工程与
社会责任”等，将思政教育纳入课程体系。

设立思政课程

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如介绍工程领域的职业道德、法律法
规、社会责任等，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整合教学内容

积极引入国家重大工程、科技创新成果等鲜活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激发学生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更新教学资源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



互动教学法

采用课堂互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打破时空限制，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

的学习体验。

案例教学法

通过引入工程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

分析、讨论，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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