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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是当前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

它直接决定着教育“为谁育人”。高等教育中传统教学内

容与思政内容同行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要求，为此，

需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思政的方法。1

一、当前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当今时代，乱象纷呈，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当今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当今世界，并不和

平，中美对抗、俄乌战争、中东乱局，处处狼烟，遍地

烽火 [2]。正如 2020 年末，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所

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只是生活在一个

和平的国家。”至此乱局之际，“为谁育人”之问，也渐

渐浮出水面 [3]。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通过其掌

握的媒体不断美化西方文明而丑化中华文明之际，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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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尤其凸显其重要性 [4]。大争之际，中国高校更应在

思政战线冲锋在前，更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 [5]。习近平同志早已敏

锐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6]。

国家更于 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

指出，“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7]。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因此，将课

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极有必要 [8]。

对于每一位在高校工作的专业课教师而言，思政教

育事关中华文明能否延续和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问题，是历史所赋予的每一位高校

教师的责任 [9]。我们责无旁贷，重任在肩，唯有砥砺前

行，方能不负所托 [10]。

二、“锅炉原理”课程思政教育面临的困难

（一）思政元素的发掘及其与教学内容的融合相对

困难

“锅炉原理”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核心

课，主要讲授电厂锅炉的组成、工作过程及各个组成部

分的工作原理，教材使用电力出版社出版的叶江明老师

的《电厂锅炉原理及设备》。由于教材所讲授的为工科内

容，教材本身的思政元素相对较少。思政目标是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授课内容为讲授

电厂锅炉的结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一方面与之相关的

思政元素的发掘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思政元素

与授课内容的结合也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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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锅炉原理”作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讲

授电厂煤粉锅炉的组成、运行过程及各组成的工作原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授课内容融合是

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以“锅炉原理”课程为例，阐述了“锅炉原理”课程思政教育面临的困难，针对目前存在的现

实困难，提出了可以提升思政教育的效果的几种方法，希望能为我国高校专业课教师进行思政教育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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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讲授“煤粉锅炉主要设备示意图”时，作者

也尝试着寻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思政元素，以便在授课

时可以有机的插入思政元素，但该图主要由制粉系统、

燃烧系统、烟风系统和汽水系统组成，限于作者能力所

限，初始进行思政教育时，只能想到这样一个系统就像

一个国家一样需要有序运转，只好在讲授完这幅图时，

说明国家也像电厂煤粉锅炉一样，需要协调运转，不能

各行其是。但即使作者也感觉，这样的移花接木，拼凑

痕迹过于明显。

但如果脱离了授课内容专门讲思政内容，又会使学

生明显的感觉生搬硬套。从主观上讲，教师希望加入课

程思政，因为现阶段美国极度打压中国，从舆论上渗透

和误导学生，教师感受到了思政教育的必要性；但从客

观上讲，使授课的工科内容与偏政治的思政教育水乳交

融，对于非专门思政课的专业课教师而言，确实存在一

定困难。

（二）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相对困难

在作者看来，课程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实际上是极

为困难的。

传统的课程教育效果的评价是以考试为主，对于专

业课而言，这种评价手段是合理的。但专业课融入思政

教育后，利用考试的手段来评价专业课思政教育的效果，

至少在作者看来，不是很适合。一方面，高校政治教育

课程本已不少，其考核方法多以考试为主，如果同样以

考试的方法来衡量专业课思政教育的效果，极易引起学

生的反感，反而减弱了思政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大

学生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早已学会隐藏内心真实的

想法，在进行思政考试时，学生一定会选择政治方向正

确的答案，考试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在作者看来，

考试不应该成为衡量专业课思政教育效果的手段。

三、“锅炉原理”课程思政教育的方法

针对以上两个目前存在的现实困难，作者认为，

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克服现存困难，提升思政教育

的效果。

（一）提升老师自身的思政水平

“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刀具没有工件的硬度高，

刀具自然也无法加工工件。对于每一位高校教师而言，

无论是专门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还是专业课教师，都

需要首先提高自身的思政水平。

一方面，要想提高自身的思政水平，教师的思想内

涵必须要有足够的深度。即使是专业课教师，也需在课

余和科研之余，尽可能的广泛阅读文化、历史、哲学一

类的书籍，并对一些当前的热点问题，有自己独立和深

入的思考。尤其是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学生所能接触到

的资讯既多又广，仅凭照本宣科来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是不合适的。思政教育绝不同于工科知识的传授，如果

无法与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无法让学生能够通过教

师的剖析透彻的理解某个事情，学生是不会认同思政教

育的，自然也无法达到教师期望的思政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提高教师的思政水平，还包括平时对思

政元素的收集，以及思考如何把思政元素尽可能的无缝

衔接到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有效的发挥思政元素的作用。

比如在讲授“煤粉锅炉主要设备示意图”时，由于该图

主要由制粉系统、燃烧系统、烟风系统和汽水系统组成，

接近于串联关系（不是完全的串联关系，其中汽水系统

较为特殊），与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上下游关系较为类

似，其中制粉系统可以认为是上游的钢铁企业，燃烧系

统可以认为是电动汽车生产企业，烟风系统可认为是下

游用户，汽水系统可以理解为我国的财政税收，这样在

讲授每个子系统时，可以将多个思政教育元素相对平滑

的引入到课堂教学中，虽然也有些生硬，但相对讲完整

个大系统然后再将该大系统与国家运转类比，其思政效

果相对较好。

（二）必须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思想来源

思政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弘扬中华传统文明，提升

文化自信，并思辨的理解文明与体制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明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对抗西方

文化渗透的最有力的武器，其思想深度远非西方文明所

能及，因此，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学生对事物和外来思

想的鉴别能力，提升文化自信，是思政建设的内容之一。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必须培养学生思辨的理

解文明与体制两者关系的能力。在作者看来，文明的载

体绝不是书籍、文字或语言，而是体制。以体制为舟，

文明之船才能驶向远方；以文明为体，体制之舟才能满

载而归。文明和体制，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一体两面。

体制护卫文明，没有了体制的保护，文明必将消亡；文

明支撑体制，有了文明的支撑，体制才能不断完善和巩

固。无骨肉不生，无肉骨不存，体制和文明，缺一不可。

但现实情况是许多学生，甚至许多老师没有认识到体制

对文明的保护作用，误认为文明可以脱离体制而独存。

在思政教育中，必须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思想来源，弘扬

中华传统文明，并明确说明体制对文明的保护作用，在

作者看来，这同样是思政教育的必要内容。

（三）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现在学生所倚重的媒体以手机 App 为主，而手机

App 又多以“短、平、快”为主，如抖音、快手、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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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等，其视频短则几十秒，长也不过几分钟，其视频思

想内涵也很粗浅，甚至包含一些毒鸡汤，导致学生的精

神世界相对贫乏甚至畸变，部分学生陷入了“奶头乐”

的陷阱，这使得学生对于一个相对深邃的社会问题不愿

做深入和独立的思考，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现在的学生也有一个优点，就是爱国热情高涨，

年轻人更加爱国，这是一个社会共识。这既给高校教师

以挑战，因为高校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在与 App 抢生源；

又给高校教师以机遇，因为学生对于思政内容更容易接

受。尤其是我国综合国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日益增长，

学生自然而然的就更容易接受思政教育元素，而不会以

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接受思政教育元素。

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可以让学生讨论某一个近期的

热点问题和新涌现的某种现象，让学生独立思考这个问

题或现象背后的本质，然后老师结合当前国情或国际形

式来深入剖析这个问题或现象，并进行一定总结。

尤其是当前阶段，国家因三年疫情导致支出较大，

同时叠加以美国与中国的主动脱钩，导致我国在经济层

面和社会层面出现些许问题，但学生由于对这些问题常

常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思索其内在关联，可能会出现

一定的错误想法，这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通过思政教育进

行疏导，在教育战线上与网络上的魑魅魍魉斗争。

思政教育和课程教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可以

用填鸭的方式强行灌输给学生而学生不会有抵触心理，

但思政教育如果进行不当，不但无法取得预期的思政教

育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只有学生主动的思考某些深

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进行思政教育时才

会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则思政教育才会取得成效，并

事半功倍。

（四）隐性评价思政教育效果

专业课评价思政教育效果不应以考试为手段，在作

者看来，考试评价思政教育效果所得到的成绩是很难令

人信服的。最好的办法是表面的无为而治，隐性的以课

间聊天的形式来评价思政教育效果。学生对教师是必然

会有一定戒备心理的，但当课间以聊天形式与学生讨论思

政教育效果的时候，学生容易敞开心扉，可以使老师在一

定程度上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进行相对近距离的观察。

试图通过一门专业课的思政教育来使学生在三观上

有较大改变是不现实的，人的三观一旦成形极难改变，

因此，思政教育本身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绝

不是一门专业课或几门专业课的任务，而应是以专门的

思政教育课程为主、以专业课思政教育为辅的系统工程，

是高校教师的长期任务。

结语

文化自信是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无不衍生于文化自信。正是根植于

中华文化，伟大的毛主席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

辈来者才能走出具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

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治国理论和制度。坚持思政教育，践

行三全育人，让每一位同学都清楚的明白中国道路的特

殊之处，才能自主的对中外不同的治国理论和制度的优

劣性进行判断，才更有利于培养出具有高尚品德、科学

精神和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而心中传承不灭；虽星移

斗转，风云变幻，而中华文明不绝。只要每一位教师，

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坚持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让血

染的红旗永不落，则终有一天，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中华文明将再次照耀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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