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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时代浪潮下，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遭遇了新的考验与难题。不可否认的是，目

前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在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专业课程内容针对性不足、缺乏实践指导性、课程思政融合欠

缺等问题亟待解决。文中通过分析数字化时代的教育特点，以及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的特性，提出了整合数字化资源、

创新教学方式、强化实践环节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等策略，对于推动数字化时代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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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ve of the digital era, welding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jors have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t also encountered new tests and difficultie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rse resources for welding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jors, such as lack of targeted professional course 

content, lack of practical guidance,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By analyzing the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r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lding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integrating digital resource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links to integrate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lements, whi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elding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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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迅猛发展，促进数字化资源

融入教学活动和教育创新改革，已然构成中国教育现代化

进程的核心趋势。2023 年 2月 13—14 日在北京举办的主

题为“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指

出了数字化转型在全球教育转型中的关键地位
[1]
。现阶段，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的数字化

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需要进一步利用数据的力量

来优化教学效率和教育效果。课程数字资源的建设可有效

促进高等课程模式的创新和智能化升级
[2]
。 

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机械制造、交通基

础设施（如桥梁、船舶、铁路等）和航空航天等领域从事

自动化、半自动化焊接技术的操作与实施、制定工艺规

范，以及产品质量检测等多方面工作。焊接专业教学过

程强调实践和应用导向策略，旨在确保学生不但能系统

掌握焊接领域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能通过实践经验的积

累，熟练掌握焊接操作技能。此外，焊接技术作为制造

业、交通基础设施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关键连接工艺，

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产品的可靠性以

及使用寿命。因此，对于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教育而

言，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固然重要，但同样不

能忽视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团队合作、工匠精神以及国

家情怀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这些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学生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对工程实践中的挑战，并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数字化时代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的

挑战与机遇 

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如何将其巧妙地融合到

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课程中，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探

讨的问题。数字化技术为教育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可

能性，使得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

他们更开放、更活跃的思维方式。专业教育必须更加注重

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更加注重引导和启发，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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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为教育提供了海量的教学资源，包括在线

课程、教学视频、教学案例、文献资料等。虽然数字化时

代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但如何将这些资源有效

地整合到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中，也是一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专业老师积极参与创建专业相关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例如制作多媒体课件，开发网络课程，制作教学

视频，收集和整理数字化教学资源。目前建成的比较成熟

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有《金属学及热处理》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冶金传输原理》重庆市一流在线课程。此外，通过

计算机模拟技术大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真实的工

业场景，进行实践操作，增强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

教师可以借助数字化工具创设职场情境，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讨论和实践，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观念。这种教

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成长，也有助于提升思政教

育的效果和质量。 

2 课程思政在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中的意义 

在焊接技术与工程学科的教学实践中，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旨在辅助学生构建坚实的价值观体系，并在专

业技能的掌握之外，同步发展其伦理道德水准与职业责任

感。焊接技术与工程领域对从业者提出了全方位的素质要

求，不仅包括技术精进，更涵盖了对工作的严肃态度、团

队协作能力等。在此框架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作为知识

传递的一部分，而且作为实际工作场景中专业精神和职业

操守的培养途径，以此来适配学生未来的职业角色。 

焊接技术与工程学科的进步依赖于不断的创新活力。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于专业课程中，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创

新意识的萌发与创新技能的培育。通过鼓励学生密切跟踪

技术前沿并亲身投身于科技创新的实际操作中，学生能够

在稳固其专业知识根基的同时，拓展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中所需的创新思维和能力。焊接技术与工程作为社会发展

的关键支柱，学生在此领域的教育不仅是技术训练，更是

责任与使命的培养过程。通过课程思政的教育，学生将深

化对个人在社会中作用的认识，强化其对社会责任的内在

驱动。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洞察行业发展脉络，学生将更

加主动地关注并响应社会需求，为人类福祉贡献自己的力

量，积极融入并推动行业的创新与发展。 

3 数字化时代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的

策略与实践 

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课程建

设需要充分考虑时代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为此，我

们需要整合数字化资源，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创新教学

方法，并加强实践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真正提升

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培养效果，培养出

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优

秀人才。 

3.1 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共享 

在数字化时代，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需要充

分利用数字化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针对性。然而，当前

数据资源存在分散、孤立和封闭的问题，导致数据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价值实现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打破这一困境，

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变得至关重要。在焊接技术与工程

专业教学方面，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可以帮助专业更好的地

管理和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此外，

在整合数字化教学资源过程中要加强数字化平台的建设

和管理，确保数字化资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 

数字化时代为焊接专业课程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数字化手段能够实现教育个性化与定制化，更精准地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采用多

元策略，包括教学内容数字化呈现、在线学习平台搭建、

数字化实验与模拟软件应用，以及在线评估与反馈系统建

立，如图 1 所示。在专业数据资源整合和共享方面，专业

老师搭建了在线课程，分类收集了专业电子资料，为学生

提供了线上讨论的平台，实现了翻转课堂
[3]
的教学方式，

大大提高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在实践教学方面，专业

老师搭建了焊接模拟仿真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实践操作

的空间和平台，提升了专业技能水平，提高了大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学生和专业教师在线评估和反馈，及

时优化数字化教学资源。这些方法不仅可以整合各种教学

资源，还可以促进教育公平和个性化教育的发展。通过数

字化手段，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创

新型人才，推动教育的持续发展。 

 

图 1  焊接专业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建设 

3.2 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 

数字化时代为教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焊接技

术与工程专业课程建设中，教师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和

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专业老师目前将案

例教学、情景模拟、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融入到了专业教

学中
[4-6]

，让学生在参与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

中成长。同时，专业老师实行导学管理制，导学老师带领

学生参与自己的科研或者工程项目，项目导向式教学可以

使课堂教学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此外，专业教研组集中整合了数字化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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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多媒体课件、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等，丰富教学内

容和形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提高学习兴趣。经

过专业教研组的研讨和协作，专业制定出了一套符合数字

化时代需求的教学方式，具体实施方案如图 2 所示。 

通过创设情境教学、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等新型教学

方式，专业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激发大学生

的学习动力和主动性，培养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创新思

维能力。每年专业老师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

大赛
[7]
，学生们自由组成小组（四人一组）。自行联系指

导老师。通过查阅文献，自行选题解决竞赛提出的题目。

然后专业老师组织评比，选出四组去参加竞赛。在整个过

程中学生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精神，激发了大学生求知欲，

提高了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也培养了大学生的社会

担当。 

 
图 2  数字化时代焊接专业创新教学方法的途径 

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及时了解大学生的学习情况，专业

老师利用雨课堂、学习通、智慧教育等线上平台了解学生

对课堂理论学习的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并提供个性化的反

馈和建议，实现精准教学和个性化辅导，以提高教学效果

和学生的学习成果。另外，专业教师可以结合在线学习和

面对面教学的优势，专业教师在课堂前针对具体案例线上

提前讨论，引出课堂内容，然后面对面理论教学，根据课

程需求灵活运用两种方式，实践翻转课堂和第二课堂，经

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在专业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认可。此

外，引入数字工具和平台的使用有助于大学生掌握数字化

技能，提升他们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3.3 加强实践教学与思政教育的结合 

实践教学作为焊接技术与工程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教师应认真梳理课程内容，

深入挖掘其思想政治要素，并将其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活

动。例如在教授焊接结构课程中，引入历史重大交通事故

和航空事故大都因为焊接接口处的缺陷过多、组织晶粒度

过大等原因造成，并把具体的案例放到在线案例库中，引

导学生组成讨论小组，课前讨论，然后课堂上让不同的小

组陈诉其对案例的分析，引入课程没内容。 

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实践项目、案例分析、讨论和互动，

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焊接工程实践中的道德、专业精神和

社会责任等问题。例如专业老师将数值模拟融入实践教学，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通

过学生对现实工况的模拟分析，提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同时也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提高社会责任感。这有助于培养

既有专业技能又有良好思想素质的优秀人才。 

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课堂讲解和实例，教授相关法

律法规和安全意识知识。在评价方面，教师可以设计综合

评价方法，全面考查学生在技术实践中的表现和思想政治

素质的发展。例如，在焊接机器人课程中，专业老师利用

在线评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评。专业教师会随机给定学

生小组一个具体的工况，要求学生小组协作制定解决方案，

使用焊接模拟仿真软件 UG·NX 进行设计模拟，评估对任

务的完成度和经济效率，综合评价学生对工程实际问题的

解决能力。 

通过数字技术，根据课程内容和思政教育目标，更新

实践教学案例库、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如开展线上或线下

实践项目、组织学生参加焊接技能竞赛、组织学生参与企

业实习实训等活动等，在项目、竞赛或者实习过程中，引

入相关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践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培养他们的实践能

力、创新思维和社会责任感。在分析焊接缺陷时，引入教

学案例库的内容，强调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的

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4 结语与展望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

程建设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与挑战，迫切要求专

业教师在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法革新、实践教学加强、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构筑及评价体系多样化等多个维度上

进行深度革新与持续改良。未来的发展蓝图中，我们需

致力于进一步内化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于焊接技术与工

程专业的教学实践之中，以此作为基础培育出一批批既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具备高层次工程技术能力的

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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