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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背景

1、问题的提出

在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同时，信息技术迅速发

展，推动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应用。但是，《发动机原理》等课程的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诸多痛点与难点，如图 1所示。

图 1 传统教学模式痛点与难点

因此，植根于涉农院校工科特色，“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

课程思政引领、融合信息技术，拓展课程思政新场景，课程思政教学

路径体系化，创新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

尤为重要。

2、研究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研究和改革的必要性

（1）长期以来，课程思政教学理念、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内容、学

生情怀融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失。

（2）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实践教育需同向同行；信息技术融合，

课程思政广覆盖、全渗透，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综合素养同步提

升。

（3）农业院校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寓专业融合程度低、思政内涵不

够清晰、思政入课方式僵硬等。



2.2研究和改革的可行性

（1）习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回信中明确要求：培养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2）混合教学模式具备灵活性、便捷性等优势，可解决传统教学

模式中的痛点与难点问题。

（3）融合信息技术利于拓展课程思政多元化教学场景，向全时段、

全场景发展，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1、研究目标与任务

（1）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层次是什么？

强化思政引领，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同向同行，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设计思路是什么？

基于学生主体需求，学生成长规律和《发动机原理》课程特点，

分层次、分阶段设计教学目标与教学环节，提高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

的契合度。

（3）课程思政映射融入设计，如何设计？

将价值信念教育全方位渗透于《发动机原理》课程中，“基因式”

融合，全方位价值引导，构建广覆盖、全渗透的“课程思政”格局，

全面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

（4）课程思政引领下如何实施混合式教学？

课程思政引领、信息技术融合，建立系统化、互补式课程体系，

思政元素循序渐进地融入教学各环节，创新社会实践活动，课程思政

向全时段、全场景发展，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2、研究主要思路

2.1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教育实验验证法等，综合辨析、

整理、总结，明确项目研究切入点。以《发动机原理》课程作为研究



实践对象；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反馈对比、统计分析验证教学效果，

如图 2所示。

图 2研究方法

2.2研究过程

图 3《发动机原理》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构建

三、主要工作举措



3.1主要工作实施路径与方法

（1）课程思政引领，合理设置教学目标层次。

植根于涉农工科特色，坚持价值引领，突出知行合一，在情怀浸

润、混合式教学等方面不断探索，以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

（2）以学生为中心，线上线下联动，课程思政“动”起来。

第一，融合信息技术，以积木式任务驱动实现课堂内外线上线下

的多环节课程思政，如图 4所示。以《发动机原理》某个知识为例，

如图 5所示。

图 4信息技术融合，课程思政“积木式”任务驱动

图 5以问题驱动的课程思政融合信息技术教学过程

第二，合理设置教学目标，推进过程性考核。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相结合，拓展教学时空，课程思政线上有资源、线下有活动、

线上和线下过程性考核评价，提升学业挑战度、满意度，如图 6所示，

筹课教学环节，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如图 7所示。



图 6线上线下过程性考核评价

图 7《发动机原理》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体系设计

（3）课程思政“基因式”融入，创新课程思政载体。

以《发动机原理》课程为例，对课程知识点进行梳理，形成多层

次、多模块、多个知识点体系，如图 8所示。



图 8《发动机原理》课程知识点体系化

遵循“思政+专业”原则，课程中瞄准思政元素的切入点，基于

信息技术，做到“基因式”融合。遵循“思政+实践”原则，实训实

践融合思政元素，创新课程思政载体，如图 9所示。

图 9《发动机原理》课程思政“基因式”融入



（4）循序渐进开展五维递进课堂，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

第一维度，初学启发。融合信息技术，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促

进教学初启发，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如图 10所示。

图 10线上线下课程资源与应用工具

第二维度，沉浸体验。基于“隐性思政教育理念”，学生在“线

上线下全空间”中沉浸体验学习，重感悟和被启发，如图 11所示，

将动力机械拆卸、调试中严谨、科学理念融入虚拟仿真设计中，学生

在“探究”过程中感悟三农情怀与大国工匠精神。

图 11“线上线下全空间”沉浸体验式教学

第三维度，高阶思维。以对分课堂为核心，线上线下讨论，学术

味、、生动性和穿透力并存，激发学生高阶思维，提升解决问题能力，

如图 12所示。



图 12线上线下讨论、高阶思维教学

第四维度，科学研究。注重科教融合，形成“基于现实世界的问

题挖掘-问题的理论渊源-问题的科学求解-问题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实

际应用”五维系统思维模式，线上线下混合研讨，实施“三进三结合”，

提高课堂教学的高阶性，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如图 13所示。



图 13“科学研究与课程思政”三进三结合

第五维度，实训实践。线上线下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等，开拓课程思政新内容与新形势，融合“创意、创新、创业”，培

养学生人文情怀和公益精神，激励“以我所学，服务社会”的热情和

决心，如图 14所示。

图 14实训与社会实践

3.2实施过程路线



项目实施前，依托该课程，注重课程思政引领、融合信息技术，

拓展体系化教学路径，课程思政向全时段、全场景发展。实施过程如

图 15所示。

图 15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4.1理论成效



图 16“一中心、四平台、五维度”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

4.2、实践成效

（1）创新《发动机原理》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新模式。该课程以

思政引领，信息技术融合，“一中心、四平台、五维度”课程思政混

合式教学向全时段、全场景发展，呈现广覆盖、全渗透，如图 17所

示。

图 17“全时段、全场景”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



图 18教学成果与教学比赛获奖



（3）课程思政教学信息化、教学途径体系化，推进课程建设。

建设《发动机原理》微信公众平台，近 3年累计关注人数达 2663人、

浏览次数达 30492 次，惠及学院 4 个专业，每年受益学生人数 1000

余人，如图 19所示。

图 19《发动机原理》微信公众平台

《发动机原理》课程在学银在线官网上线，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常德汽车机电学院等院校学生参与选课并进行该

课程的理论学习，学生通过学习、过程性考核获得结业证书，教学实

施带来的辐射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如图 20所示。

图 20《发动机原理》学银在线教学平台

《发动原理》课程融合课程思政与信息技术，课程体系与资源得



到持续建设与不断发展，如图 21所示。

图 21《发动机原理》课程持续建设

（4）课程思政教学场景多元化。结合专业特色与《发动机原理》

课程特点，通过课堂-实验室-企业-信息化平台等，依托虚拟仿真实验

室、省级创新创业中心、汽车类制造生产实习、营销实习等校外实习

基地，实现课程思政教学场景多元化，进一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如

图 22所示。

图 22多元化拓展《发动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场景



图 23学生参与课程相关的创新比赛与获奖



五、特色与创新点

5.1、成果的特色

该课程以思政引领、信息技术融合，依托一流专业、一流课程、

课程思政项目、创新创业基地等四大平台，从初学启发、沉浸体验、

高阶思维、科学研究、实训实践等五个维度实施混合式教学，贯穿教

学全过程，全面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主要创新点有：

1、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有新意。

“以学生为中心”，将“专业知识传授、价值体系构建、思政精神

融合”为核心的教学理念与“信息化教学手段、系统化教学方式、学

术化教学导向”的教学设计相结合，课程思政教学场景多元化，课程

思政育人向全时段、全场景发展。

2、信息技术融合，课程思政有活力。

融合信息技术，采用项目化教学、情境式教学、沉浸式教学等多

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思政富有亲和力；搭建教学相长的信息化平

台，发挥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亲身学思践悟的主体作用，以润

物无声方式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课程思政充满新意与活力。

3、课程思政教学场景新、教学路径体系化。

在线上线下的课堂内外等各场景中循序渐进、“基因式”融入思

政元素，课程思政面向全时段、全场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

结合，沉浸式体验；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和学科专业特点，分层次、分

阶段设计教学目标，统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过程性考核评价等环

节，树立灵活的教学评估方式，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新路径。

4、广覆盖、全渗透，全方位的价值引导，课程思政有特色。

针对涉农工科专业特色与学生特点，将价值信念教育全方位渗

透于课程中，富有学科特色、彰显专业优势，全方位的价值引导。信

息技术融合，构筑课堂内外成长空间，凸显时代感；扎根中国大地，

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以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使命担

当。



5.2、成果的创新之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①成果的理论创新

（1）创新性提出课程思政引领、信息技术融合的“一中心、四

平台、五维度”的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在知识、

能力、情感三个层次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

（2）创新性提出信息技术融合下课程思政积木式任务驱动、课

程思政“基因式”融入、对分课堂激发高阶思维、基于“隐性思政教

育理念”的沉浸式课程思政、“三进三结合”科教融合思政以及打通

校内外课程思政教学场景，构建广覆盖、全渗透的课程思政格局。

②成果的实践创新

（1）信息技术融合，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创新。融合信息技术，

课程思政育人贯穿教学全过程，实现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向以

能力素质、价值观培育为主的混合教学方式转变，增强时代感和吸引

力。

（2）课程思政教学场景创新。在课堂讲授、课外学习、科研创

新、实训与社会实践等各场景中循序渐进融入思政元素，深入开展实

训与社会实践活动，打通校内外连接的思政教学场景，课堂内外构筑

大学生成长新空间。

（3）课程思政教学路径体系化创新。植根于农业院校特色，专

业教学“一盘棋”设计，根据学生成长规律与工科专业特点设计教学

目标，统筹教学环节，灵活评估教学过程，健全考核机制，创新课程

思政教学方案；课程思政视角下《发动机原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结题考核优秀。



六、社会反响

（1）湖南农业大学新闻网、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红网等新媒体先

后报道了该课程“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成果，并被湘农

青年等其他网络平台转载，在兄弟学院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如图

24所示。

图 24信息技术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教学成果报道

（2）依托《发动机原理》课程，项目负责人获湖南省普通高等

学校信息化教学竞赛一等奖、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二等奖、主持湖南省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湖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南省一

流课程、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等，该课程教学模式及方法在校内外

兄弟院校进行推广，学生受益面广，示范效应明显，如图 25所示。

（a）课程负责人《发动机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



（b）课程思政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证明（一）



（c）课程思政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证明（二）



（d）课程思政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证明（三）

图 25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获奖与成果推广应用证明



七、成果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

1、升华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提升信息技术融合度，提高教师的

教学理论水平和实践育人能力，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借助省一流专业、一流课程、课程思政项目与创新创业基地

建设为契机，完善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内涵，彰显涉农工科专业特

色，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

3、基于学生主体需求，完善以学习过程和成效为导向的师生评

价指标体系，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获得感、对专业的自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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