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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装备是国家能源化工战略的重要载体，是国家

工业实力的体现。《过程工程原理》作为过程装备专业人

才培养的核心课程，搭建起了学生通往专业核心领域的

桥梁，课程传授过程装备的基本原理、工艺结构及设计

基础知识，培养具有献身科技报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意识

的新工科人才。1

该课程设置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此时的学

生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尾声，正步入对自我认知和未来

规划的迷茫阶段，心理上迫切寻求方向感，期待能够借

助所学知识铺就一条充满光彩的人生道路。然而，对于

《过程工程原理》这类入门专业课程，学生们的专业认

同感尚在形成之中，创新能力、实践操作以及面对挫折

的能力相对较弱，亟待在引导其人生理想和实践方法方

面提供深度的心灵滋养。鉴于学生群体背景多元化，个

体间知识掌握能力差距明显，仅依赖传统的设计理论教

学往往难以有效达成预期的教学效果。

因此，课程应当采取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包括激活

课堂气氛的课内言传，结合课外实践活动的身教示范，

以及借助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内驱力，促进创

新思维与专业知识的有效融合，从而助力工科学生以扎

实的知识根基去实践创新。

近年来，在工科教育环节中，无形的价值观塑造教

学法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

如何有机地将思政教育资源与专业知识相结合，这一问

题尤为突出，这使得构建“随课潜入心”的教学模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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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至关重要 [1]。立足于《过程工程原理》的学科内容，

将“中国工匠精神”的故事传承融入课堂教学，以此触

动学生的内心世界，使他们认识到专业知识的价值，并

树立起科技兴国的理想信念。课程通过传授基于知识的

创新方法，启迪学生开启精彩的学术生涯，让“创新实

践”点燃知识的火花；同时，课程还强化了工程伦理价

值观的传输，如工程安全、环保、健康、资源节约和可

持续发展的原则，这些理念贯穿于工程设计计算之中，

并在课程的创新实践中得以内化，进而培养学生的工程

伦理责任感和知行合一的精神风貌。

一、中国工匠精神-故事传承

“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

命”[2]，故事教学是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3]，它有利于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乐学、爱学，主动融入课堂教学，参与课堂，体

现主体作用。学生认同效果的统计显示：（1）课程故

事记忆率 100%；（2）最喜欢的故事前三位：学长故事

（20%），大国工匠及名人故事（18%），老师的专业研究

（16%）；（3）准备自己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同学

67%，准备参加项目的占 55%。（4）63% 的同学认为自

己树立了强国创新的工程师意识。

“故事效应、榜样效应、接地气”是课程与思政点

融合的纽带，具有激活课堂气氛、提升教学效果的作用。

接地气的思政资源是“我们的故事”中的学长故事，具

有榜样效应，接地气，教学效果明显，学长的榜样作用

带动了同学们树立科技为人民的知识学习理念和创新实

践能力提升的动力 [4]。融合思政故事的知识传授显著提

高自主学习能动性，有背景故事的知识点容易被记忆，

有应用实例故事的知识容易被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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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实践-点亮知识火花

调查数据特别显示，所有的同学们都认为过程工程

原理课程故事作用在于激发创新意识。大学生在三年级

阶段逐步由青春叛逆期来到迷茫期，渴望学有成效，符

合新工科面向人才产出的培养目标要求，是重要机遇期。

事实上，“学长故事”就是始于课堂知识教学拓展的创造

性应用和实践，是创新体系做事教学理念的必然结果，

是工程专业课程能力培养与产出的关键所在，是科技报

国所必须的素质，是课程思政的强有力抓手。

调查发现，同学们普遍认为课程在创新方法、工程

伦理、价值观等方面有着较强烈的隐性输出（图 1）。创

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不竭源泉，

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时代对于人民特别是青年们

的深切呼唤，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不二法门 [5]。

“学长故事”通过学科竞赛等形态，一方面在创新实践

中必然地显现出知识价值，另一方面点亮的知识火花，

照亮了学生精彩人生之路，进而形成学生产出。

创新实践 - 点亮知识火花的同时，其显性化教学行

图1　学生感悟

为背后和关联的隐性教育特征不容忽视，不仅引导学生

认同知识价值观取向，也为践行价值观行动打下基础，

是“思于心、践于行”的课程思政实例体现，课程知识

创新应用理应成为课程思政教学主阵地和工科专业课程

思政落地的主要途径。

三、工程伦理意识塑造

过程工程原理传授的原理除了基本的质量守恒、能

量守恒、动量守恒、过程速率、相平衡等，还传授管路、

机械分离、换热器、吸收、精馏、干燥等工程单元设计

运行原理，其主要教学目标一是服务于过程装备的运行

工艺调控，二是服务于过程装备的工艺结构设计开发，

三是为过程装备运维提供数学模型支撑。因此，课程含

括了精益求精、规范设计确保工程安全、健康、环保、

资源节约与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图 2），具备了学生工程

伦理教育的基础。

工程伦理意识的强化，在诸多实践中采用案例教学

或原则条框解读来完成，一旦与课程知识结合不当，不

免落入说教、空洞的境地。考虑到过程工程原理教学中

普遍存在的设计计算训练，可集中体现多方案的选择与

比较，不仅符合工程专业认证的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要求，

也可以将工程伦理意识中设计安全、资源节约可持续发

展、环保设计等意识的强化融入其中。但传统教学方式

是开展课程设计，但过程耗时，且育人效率不高。

在线文档是当代互联网优秀工具软件之一，其表格

软件已能实现多用户在线制表和计算。基于此，过程工

程原理的教学中把传统课程设计发展为小组在线协同设

计。在完成的换热器、吸收塔、精馏塔工艺结构设计实

例中，把能源 - 水资源 - 材料消耗、结构尺寸安全性、环

图2　课程涉及的工程伦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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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设备、安全设施设计等设定为多方案比较内容，强化

学生在遵守设计原理和设计规范的前提下优化设计参数

并取得最佳设计结果的意识。分组完成设计任务片段，

解决了传统多设计方案耗时问题；在线电子表格级联计

算，解决了多方案参数复算、试算的高耗时问题（图

3），同时也解决了多方案结果列表比对的问题；多并行

设计组的设计计算互相校核检验，解决了结果差错的发

现问题；分解的设计任务环环相扣，协作记录使每个参

与人动手、动脑过程一览无余，驱动和促进同学间的合

作、协作、默契、配合交互，在实例中让学生懂得了作

为未来工程师所肩负的工程伦理责任。

结论

《过程工程原理》是典型的工科专业课程，《过程工

程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秉承“用知识体系教人，

用价值体系育人，用创新体系做事、用科技历史和文化

艺术润心授课”理念，探索了“中国工匠精神-故事传

承”“创新实践-点亮知识火花”“工程伦理意识塑造”

三个教学方法。课程实现了“随课潜入心，育人践于

行”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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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程伦理意识的强化与融入案例1（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