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思政案例 

一、课程概况 

（一）课程地位 

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高职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开放于高职一年级第二学期。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发动机各机构系统及其总成

部分的功用和组成、基本工作原理与检查调整、维修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应能从事发动机机械维修、发动机大修等工作内容，并为本专业后续发动机

电控系统检修、汽车故障诊断等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二）教学团队 

该课程属于汽车教研室，教研室成立了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组，包含专

业教师 3 人。通过教研室和课程组的研讨进行了课程建设，依据专业标准对课程

内容进行了重构和细化，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本课程思政

主线进行了梳理，思政元素进行了挖掘，重新进行了课程建设，形成了发动机机

械系统检修课程的课程建设资源。 

二、课程思政设计 

（一）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按照《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要求，课程组对本课程的课程思

政教学体系进行了科学设计。基于职业教育司发布的专业标准，明确学生的培养

目标要求；基于该专业的校企合作企业和专业学生面向的就业企业调研，明确学

生的岗位、职责、技能要求和素质要求；根据调研行业标准，总结该行业所具备

的素质素养。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结合知识、技能和素质

要求，挖掘提炼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归纳总结，形成课程思政主线。 

（二）课程思政内容梳理 

本课程的整体课程思政设计，将“立德树人”作为基本理念，本课程确定了

两条课程思政主线，分别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成长与成才和工程伦

理教育。两条思政主线相辅相成，与教学知识、技能相结合，形成课程教学的整

体脉络。 



表 1 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思政元素梳理 

授课模块 思政元素 思政融入 预期成效 

安全培训 
工程伦理：劳动安全

保护 

小组讨论：安全的意义 

工程实施中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考虑产

品安全性和劳动保护措施 

树立安全责任

意识 

发动机基

础知识 

富强：国家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讲授、案例：我国汽车行业现状、汽车

维修行业现状、汽车普及化现代化，体

现了国家的富强繁荣 

增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认识 

发动机基

础知识 

爱国：振兴中华、振

兴民族工业 

小组讨论：中国现有的发动机先进技

术。讲授：我国发动机发展历史和现有

先进技术 

增强民族自豪

感；树立制造强

国意识 

量具的使

用 

敬业：社会主义职业

精神 

课上练习：通过学生的课上练习，对不

细心出错的现象分析，引出一丝不苟的

敬业精神。案例：工程中一丝一毫的错

误引起的故障案例 

树立工匠精神

的意识，培养一

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 

发动机结

构认知 
分工合作和竞争意识 

课上练习：分组进行发动机结构认知，

小组竞赛。 

树立团队合作

的意识和争优

争先的意识 

机体组检

修 

平等：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讲授：每个气缸规格完全一致，完全平

等。引出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发展

权利，不分高低贵贱，不搞特殊。 

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树立平等

意识 

活塞连杆

组检修 

法制：依法治国是实

现自由平等，公正正

义的保证 

讲授、实操：活塞的更换改装，要符合

交通法规，及时报备，不可做非法改装。 

树立法制意识

和正确的价值

观 

活塞连杆

组 

敬业：扎根岗位，吃

苦耐劳，敬业奉献 

讲授：活塞是发动机工作环境最恶劣的

零件，也是最重要的零件。要跟活塞一

样，扎根岗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树立敬业精神 

曲轴飞轮

组 

工程伦理：价值、利

益与道德 

讲授、实操：维修人员要树立正确价值

观，不哄骗顾客抬高维修价格，实事求

是，诚信为本。 

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正时系统 合作意识 

讲授、实操：正时系统是保障发动机各

部件协同工作的基础，引出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相互配合。 

树立合作意识 

气门组 坚韧不拔的精神 

讲授、实操：气门弹簧工作环境恶劣，

承受数百万次的压力而不变形不屈服。

引出做人做事要有弹簧一样坚韧不拔、

不屈不挠的精神。 

树立坚韧不拔

的人生观 

配气相位 精益求精，变革创新 

讲授：可变气门技术的发展，引出汽车

工程师几十年来的精益求精、变革创新

的工匠精神。 

 

培养敬业精神

和创新精神 



授课模块 思政元素 思政融入 预期成效 

进排气系

统 

工程伦理：工程中的

环境伦理 

讲授：排气系统，限制尾气排放，国六

标准。引出车辆性能与排放的矛盾，绿

水青山，可持续发展。非法改装：去掉

三元催化、颗粒捕捉器等零件，不符合

法律规定。 

树立正确的工

程环境伦理观 

树立法制意识 

燃油供给

系统 

唯物辩证法：对立统

一规律 

讲授：冷起动工况发动机怠速高与发动

机磨损剧烈的矛盾，属于对立统一的范

畴。 

树立正确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

观 

冷却系统 细心严谨的职业素养 

讲授：更换汽车冷却液，必须严格根据

地区和车况选配，体现严谨的职业素养

要求。 

培养职业素养 

润滑系统 
诚信：中华民族传统

道德；质量意识 

案例：本田 CRV 机油增多故障分析。

引出工程质量的重要性，处理方法引出

解决问题要有诚信的原则。 

树立诚信的意

识；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点火系统 
唯物辩证法：否定之

否定 

讲解、案例：点火系统的发展。汽油机

的压燃、点燃、火花塞式点燃的发展，

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规律，揭示了

事物发展的全国成功和总趋势。 

树立正确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

观 

 

（三）课程思政实施途径 

1.信息技术法 

利用互联网开展线上思政，一方面利用线上平台资源挖掘思政元素，丰富育

人元素的教学资料展示形式，另一方面提高新媒体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水平，探索

“互联网+”课程思政的有效敏学形式。 

2.隐形融入法 

推行基于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采用“翻转课堂”、“体验式”教育教学等

课堂教学改革创新，使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的融入课堂。 

3.人才评价法 

是课程思政实施评价运作机制，建立学生自评、小组内评、小组互评、教师

评价、企业评价五位一体的评价机制，围绕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职业素养、

合作和协调能力、心理素质和人际沟通能力六项指标分析评价课程思政对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贡献度。 

 

 



三、课程思政实施案例 

案例选取燃油供给系统的故障分析，由故障案例引出对立统一规律，并利用

对立统一规律对案例进行分析，揭示了发动机内部的联系和运作的基本规律，从

而培养学生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合作意识和争

优争先意识。具体案例实施如下所示。 

表 2 课程思政实施案例 

学习模块 燃油供给系统 教学课题 燃油供给系统的故障分析 

教学内容 燃油供给系统的故障分析 

课程思政

教学思路 

课前启化 通过学习通发布案例，通过学生阅读资料为课程思政内容铺垫。 

早会文化 模拟企业早会形式，培养职业素养。 

知识讲解 分析案例中的问题，引出对立统一规律。 

小组讨论 教师讲解过相关知识点后，对课前发布的案例发起小组讨论分析。 

翻转课堂 学生为主体，对案例进行讲解，结合对立统一规律谈认识。 

多维评价 

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内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四个评价维度，

对学生知识技能、综合素质、职业素养、创新能力、课程思政五

个方面进行评价。 

课程思政

实施过程 

职业素养的

引入 

1.模拟企业早会，由组长组织本组成员整理仪容仪表、做好课前

准备、喊出“德艺双馨，精益求精”口号，培养职业素养。 

对立统一规

律引入 

1.课前发布案例：冷启动时发动机转速高，且机油润滑不良发动

机磨损大。 

2.教师讲解案例：对发动机转速高和发动机磨损加剧这一对矛盾

进行分析：发动机低温润滑差、转速提高为了升温、转速提高磨

损加剧，引出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任何事物、内部及事

物之前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的统一与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

动、发展和变化。 

3.教师分析案例：对发动机冷启动工况的进气、喷油、点火、润

滑、冷却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其中的矛盾，引出矛盾的统一性和

对立性。 

知识与思政

的学习讨论 

1.小组内对案例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讨论，教师指导，掌握知识

内容，培养合作意识。 

2.小组针对对立统一规律举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和一个发动机中

的例子。 

3.选取两个小组的代表，对知识案例进行讲解，并谈谈立统一规

律的启发。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实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 

多维评价 

1.每位同学对自己的课程学习情况进行自评。 

2.小组内通过讨论记录进行组内成员互评打分。 

3.小组间评出课程表现最好的小组。 

4.教师对本次课程表现突出的学生和小组加分，培养争优争先意

识。 



四、课程思政实施成效 

（一）提高学生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反映出学生对该职业的了解和喜爱程度，以及从事这一职业所获得

的价值感，在校期间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通过对两个学期上课学生的调研问卷调查得出，89%的学生对职业的了解加

深，93%的学生能够感受到该职业的价值。课程思政的实施，使学生能够设立合

理的职业目标，自信积极的调节情绪，并能够获得更多的意义感和使命感，这种

带给学生满足感的内部动机，能起到推动和鼓励的作用。 

（二）引领学生价值认同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知识技能有机结合，能够使学生更直观的

理解复杂的哲学概念，哲学能够给予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帮助

学生正确理解事物。 

（三）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 

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知识技能的有机结合，能够使学生更深刻的理

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明确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

的职业素养。 

（四）课程思政教学成果 

本课程在近两年的教学效果考核中，获得了教学质量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

次，三等奖两次。该课程在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课程思政教学技能大赛

中获得三等奖，利用本课程资源参与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