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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视域下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研究与实践

——以农田水利学为例
李一博 李賾渊 聂卫波 李涛

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048；

摘要：在新工科思政课程建设背景下，本研究以《农田水利学》课程为例，探索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

合路径。通过分析新工科“创新性、交叉性、实践性”特征与课程思政“价值引领”目标的逻辑契合点，提出

“历史-技术-伦理-政策”四维思政元素挖掘框架，传承治水智慧以筑牢文化自信，聚焦技术创新培育科学精

神，强化水资源公平分配等工程伦理意识，对接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深化使命担当。实践层面构建“项

目式教学+跨学科融合”模式，探明“知识-能力-价值”三维评价体系，增设思政维度量化指标。形成了可推

广的“价值引领-知识重构-能力实践”融合范式，为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创新能力的新工科人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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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全球

工程教育范式正经历深刻重构。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

“新工科”教育理念，旨在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能

力培养与实践导向教学，重构工程教育体系，以应对未

来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1-3]

。新工科强调“创

新性、交叉性、实践性”，不仅要求突破传统工科的知

识边界，更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与可

持续发展意识，成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的核心动力
[4]
。

与此同时，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路径，被赋予“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使命，其

核心在于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知

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同频共振
[5, 6]

。然而，当前工科专

业课程教学中仍普遍存在“重技术轻人文”“重应用轻

伦理”的倾向，学生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与创新精神的

培养亟待加强。在此背景下，新工科与课程思政的深度

融合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新工科为思政教育提供了

实践载体与创新空间，使价值观塑造不再停留于理论说

教，而是融入工程实践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课程思

政为新工科教育注入精神内核，确保工程人才培养始终

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与民族复兴伟业
[7-9]

。二者的协同融

合，既是应对新时代人才培养挑战的必由之路，也是培

养兼具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的核心抓手。

本研究以农田水利学课程为实践载体，聚焦新工科

视域下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路径，旨在解决

两大核心问题：其一，如何从农田水利学的学科特点与

教学内容中系统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工程技

术创新与生态保护实践中；其二，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

需求的“知识传授+价值引领”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工

科课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割裂状态
[10-12]

。具体目

标包括：（1）以新工科理念为指引，从历史传承、技

术创新、生态伦理与政策实践等多维度重构农田水利学

课程的思政元素体系；（2）通过项目式教学、跨学科

实践与虚拟仿真平台等创新手段，探索思政教育与专业

教育的协同路径；（3）形成可推广的“新工科+课程思

政”融合范式，为其他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

与实践参考。通过上述研究，力求实现专业能力培养与

价值观塑造的“双螺旋”提升，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生

态文明建设输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工程人才
[13]
。

1 新工科与课程思政的内在逻辑关联

1.1 新工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新工科教育是应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

略性教育改革，其内涵体现为“创新性、交叉性、实践

性”三大核心特征
[14-15]

。

创新性：突破传统工科的知识边界，强调前沿技术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传统学科的融合，注重培养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原始创新能力。例如，农田水利学

中节水灌溉技术的智能化升级，既是技术创新的体现，

也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关键路径。

交叉性：推动学科间的深度交叉，打破专业壁垒，

构建“工程+生态+管理”的复合知识体系。农田水利学

需融合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以应对水土资

源利用中的生态保护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实践性：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为导向，强化“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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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的育人理念。例如，通过灌区规划设计的真实案

例教学，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实

践能力。

此外，新工科教育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注重工程

实践中的生态伦理与社会责任，要求学生在技术应用中

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公平，体现工程教育的

时代使命。

1.2 课程思政的核心要求

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以“五个认同”（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法治意识、道德修养）为主线，

通过专业课程实现价值观的隐性渗透与显性引导
[16-18]

。

（1）价值引领的聚焦点

在工科教学中，需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如粮食安全、

生态文明），通过案例分析（如红旗渠精神、南水北调

工程）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通过解读政策文件（如中

央一号文件）强化政治认同，明确专业学习与国家命运

的紧密关联。

（2）协同育人机制

课程思政要求摒弃“贴标签”式的生硬灌输，转而

通过“知识传授+价值浸润”的双向协同，将思政元素

融入技术原理、工程伦理与职业规范中。例如，在讲解

灌溉系统设计时，可结合“水资源公平分配”的伦理讨

论，引导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1.3 新工科与课程思政的契合点

新工科与课程思政虽分属教育改革的不同维度，却

在育人目标与实践路径上高度契合
[19, 20]

。首先，二者均

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为根本指向。新工科

强调技术能力与创新素养，课程思政则筑牢学生的价值

根基，二者的融合可破解工科教育中“才强德弱”的失

衡问题，塑造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以项目为驱动，以真实工程问题为载体，在解决

技术难题的过程中渗透团队协作、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

第三，跨学科融合，通过“水利+政策”“工程+伦理”

等跨学科教学设计，强化学生的系统思维与全局意识。

例如，在农田水利规划课程中引入乡村振兴战略分析，

使学生理解技术方案的社会意义；第四，虚实结合，利

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农田水利工程的社会影响，让学生

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工程伦理与生态责任。

新工科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既是对传统工科教

育“工具理性”的超越，也是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使命的践行。通过目标协同与路径创新，二者共同构建

了“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育人生态，为新时

代工程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21]
。

2 农田水利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重构

2.1 课程特点分析

（1）应用性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导向

农田水利学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问

题为核心目标，直接服务于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生态

文明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例如，灌溉与排水技术的优

化设计是保障粮食产能的关键环节，而灌区现代化管理

则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目标

紧密相连。这种鲜明的实践属性，要求课程教学不仅传

授技术方法，更需引导学生理解专业使命与国家发展的

内在关联，强化责任担当。

（2）知识体系交叉：多学科融合的复合性特征

农田水利学的教学内容涵盖工程规划、生态保护、

资源管理、政策法规等多领域知识。例如，灌溉系统设

计需兼顾水利工程学原理与生态水文规律；灌区管理需

结合经济学模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这种交叉性特征为

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天然载

体，也为思政元素的系统挖掘与重构创造了多维切入点。

2.2 农田水利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维度与重构

路径

（1）历史维度：传承治水智慧，筑牢文化自信

从古代农田水利史中提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的生态智慧（如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哲学），

以及先民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如郑国渠建

设中的集体协作）。在课程导论中增设“水利文明史”

专题，结合虚拟仿真技术复原古代工程场景，引导学生

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增强专业认同与文

化自信。

（2）技术维度：聚焦创新驱动，培育科学精神

现代节水灌溉技术（如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中的

创新思维；生态排水工程中的绿色发展理念；数字孪生

技术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体现的科技报国志向。采用

“问题链”教学法，以“技术痛点—创新路径—社会价

值”为主线设计教学案例。例如，通过对比传统漫灌与

滴灌技术的生态效益，引导学生理解技术创新对“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的支撑作用。

（3）伦理维度：强化责任意识，塑造工程伦理

灌区水资源分配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如上下游用水

矛盾）；工程建设中的生态保护责任（如湿地保护与排

水工程的平衡）；工程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如农民

用水户协会的民主管理）。在课程设计中引入“伦理辩

论”环节，例如围绕“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利弊”展开角

色扮演，让学生站在政府、农民、生态学家等不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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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工程伦理，培养多元视角下的社会责任意识。

（4）政策维度：对接国家战略，深化使命担当

农田水利建设与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关

联（如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中的全局性思维；水利扶贫工程中的“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邀请行业专家开展“政策解读”讲座，结合

课程知识点分析政策落地的技术路径[窦超银]。例如，

在讲解灌区规划时，引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要求，引导学生从国家高度思考技术方案的设计逻辑。

3 新工科视域下农业水利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

的路径设计

3.1 教学模式创新：从单向传授到价值引领的课堂

重构

（1）项目式教学：以真实案例激活思政元素

选取具有典型思政内涵的工程案例作为教学主线，

围绕“问题分析—方案设计—思政反思”展开项目任务。

案例一：都江堰的水利智慧与工匠精神

都江堰，这座历经两千多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不仅

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更是工匠精神、历史

传承和生态文明的生动体现。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时，

展现了卓越的工匠精神。面对坚硬的玉垒山，他们采用

了“火烧水浇”的方法，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加速开凿进

度。此外，李冰还从洗衣妇用卵石固定水中竹篮的做法

中受到启发，发明了竹笼，用以构建分水堤坝。本案例

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工匠智慧及创新

精神，认识到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要性，

同时，深刻理解水利工程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从而激发他们为水利事业贡献

自己力量的热情。

案例二：南水北调工程的国家战略与民族自信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最大的跨流域水资源调配工

程，对于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农

田水利学课程中，通过分析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建设

和运营，可以让学生理解国家水资源调配的战略意义，

增强民族自信。同时，通过讨论工程中遇到的技术挑战

和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水资源

管理中的领导力和责任感。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工程，更

是一个社会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通过学习南水北调工

程，学生可以深刻理解到水资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国家战略的深远

意义，以及在面对技术挑战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

神。

（2）跨学科融合：打破壁垒，构建系统思维

将环境科学、管理学与农田水利学核心内容交叉设

计。例如，在讲解“排水工程设计”时，引入“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的生态学原理，并分析其与乡村振兴政策

的关联。开设“工程+政策”专题研讨课，邀请生态学

家、政策研究者联合授课，培养学生从技术、生态、社

会多维度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案例三：海绵城市的水管理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海绵城市的概念强调城市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

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

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

加以利用。这种设计理念不仅减轻了城市内涝问题，还

有效控制了城市热岛效应，提高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例如，武汉市在梅雨期长达 43天，历经 8轮强降雨的

情况下，经过改造的海绵城市示范区内未产生明显积水，

城市的管网抽排压力减小，内涝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通过海绵城市的案例学习，学生可以深刻理解到城市水

管理的创新方法，认识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挑

战，培养环境友好意识和创新思维，增强学生的国家意

识、社会责任感和工程实践能力，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和

环境保护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课程评价体系改革：从单一维度到综合育人的

考核转型

（1）增设思政维度指标：量化价值观塑造成效

构建“知识—能力—价值”三维评价体系，思政维

度占比 30%，涵盖创新意识（如技术方案的原创性）、

家国情怀（如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深度）、工程伦理（如

方案的环境友好性）等指标。也可选用“思政积分卡”

记录学生在课堂讨论、实践任务中的价值观表现。

（2）过程性评价与成果展示结合：凸显知行合一

通过小组日志、阶段性反思报告动态评估学生的价

值观成长轨迹。在课程设计中增设“项目分析报告”模

块，要求学生从社会、生态、经济三方面论证技术方案

的合理性，并通过答辩展示价值思考的深度。

（3）路径实施保障：多方协同与资源支持

通过定期开展“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研修

班，提升教师跨学科设计与价值观引导能力；开发“农

田水利思政案例库”“政策—技术关联图谱”等数字化

资源，支持教师灵活调用；与企业签订“思政共建协议”，

明确实践环节的育人目标，确保实习内容与价值观培养

同频。

通过教学模式创新、实践平台拓展与评价体系改革，

新工科视域下的课程思政深度融合路径得以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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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径不仅打破传统工科教育“重技轻德”的局限，

更以“价值—知识—能力”协同发展为内核，为培养“心

怀国之大者、手有精工之技”的新时代水利人才提供全

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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