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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工程导论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王振力
摘要：机器人工程导论课程主要面向机器人工程专业学生，使学生全面了解机器人工程的概貌、机器人学科知识结构

与应用领域，普及学习机器人知识，激发研究机器人兴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机器人工程导论通过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设计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有机结合的具体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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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高

等教育阶段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有

利于教育学生形成正确三观，具有重大意

义。高校教学中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的

责任，所有课程都要具有育人的功能，专

业课作为高等教育中教育教学的重要一部

分，需要引入思政元素以达到思想政治教

育贯穿于课堂中的效果，但是专业课毕竟

不是思政课，不能十分生硬的将思政内容

强加入教学内容中，如何将思政元素巧妙

地融入课堂，使得学生对其内容感兴趣的

同时，又不偏离专业课内容的本质，起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是本文思考和研究的

主要内容。本文以机器人工程导论课程为

例，探讨专业课程中的“课程思政”教学

内容的创新研究问题。

一、机器人工程导论课程特点

机器人工程导论课程是机器人工程专

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专业导航性课程。

本课程主要介绍机器人基本概念与分类、

古代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军事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娱乐机器人、教育机器人、

医疗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农业机器人等，

为后续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机械学基础、

工业机器人设计与应用、机器人传感器技

术、机器视觉基础、机器人运动控制技术、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等课程学习打下基

础。本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内容

浅显易懂、知识点涉及领域广泛，学生学

习兴趣较高，比较适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

二、机器人工程导论中的思政元素

（一）国家战略与家国情怀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基石，机器人技术在先进制造业产业变革

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可以将《中

国制造 2025》等机器人工程相关的国家战

略规划渗透到机器人工程导论课堂中，将

能有效提高学生对国家战略的理解，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授工业机器人知识点时，融入工业

机器人产业应用案例，汽车制造和 3C 制

造行业数字化工厂设计与运营案例，有机

融合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优秀文化、职业素养等相关的教育内容。

让学生们对突破机器人领域卡脖子问题有

清醒的认识和责任意识，引导学生关注机

器人减速器、伺服电机驱动器、机器人控

制器等关键零部件等技术瓶颈问题。侧重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做好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引导学生立志成为什么样的人。

（三）学校育人理念

学校育人理念凝练为“大爱、责任、

合力、荣誉、坚韧”的华德精神，结合时

事探讨机器人技术可以为疫情防控做什么

贡献，送餐机器人、安检测体温机器人、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器人，引导学生体会

医生、护士、军人的“大爱”品格，感受

全国上下团结同心抗疫的“合力”；讲解

机器人控制技术、机器人检测技术教学内

容时，分享钱学森的事迹和“两弹一星”

精神，引导学生感受科学家坚守的“责任”

和“坚韧”品格；分享大学生参加国内外

机器人专业竞赛获奖经历，引导学生学习

专业知识的同时感受“荣誉”的力量。

三、结语

机器人工程导论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以来，教学内容更具有学校特

色，案例也更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激发

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课上强化了互动效果，

课后强调了工程应用，起到了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和专业知识教

学相融合的作用，取得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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