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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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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明确要求“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每个专业建设好课程思政势

在必行。专业课教师是影响大学生思想言行和道德发展的最大因素。工程管理教育与课程思政改革在

育人目标、价值引领、教育理念方面存在内在契合的一致性，有利于教学双方的政治素养提升和道德

人格养成。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创新需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设定专业思政目标、搭建课程思

政平台、优化思政课堂教学、提高教师思政素养、提升思政教学管理。课程思政的终极追求，是勉励

每名学生拒绝做“才胜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并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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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慎思：“课程思政”给工程管理教育指

明新方向，明确新目标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

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

“思政寓课程，课程融思政”的课程思政方式，

其渗透性特质更加突出，既能缓解思政课程单向

度育人的尴尬，又能突出主流价值导向，还能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结合。课程思政不仅

是教育理念的更新，而且是教学思维的升级，能

够有效解决当前高校“思政课时‘缩水’、思政

地位‘下降’、思政教师‘靠边’、思政效果‘衰

减’”[2]等问题，有利于教学双方的政治素养提升

和道德人格养成，给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

了行动指南。 

    工程管理是面向工程的管理学科[3]，具有较

强的交叉学科特性。至 2017 年底，工程管理专

业已在近 500 所中国高校开设，成为土建类专业

中的第二大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本科专业中

的第一大专业。尽管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2012 年)》中，工程管理专业隶属于管理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专业代码：

120103)，但其在中国高校的归属五花八门，大致

分为四种：一是置于管理类或经济类学院，如天

津大学、同济大学；二是纳入土木工程类或建筑

类学院，如清华大学、中南大学；三是多点设置，

如沈阳建筑大学，在管理学院开设工程管理专

业，在土木工程学院设置施工与管理教研室；四

是独立设院，如重庆大学在 2000 年 5 月合并时

单独创设了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2019 年 5 月，

该学院更名为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力图同时

突出管理科学与建设工程两大主题)。工程管理教

育缺乏对学科定位的准确认识，这不仅严重影响

了学生的专业认知和职业定位，而且给开展课程

思政带来极大困扰。 

    综合类高校和工程类院校，搭载“铁公基”

投资持续增长和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顺风

车”，其工程管理专业大多依托土木工程建筑业

这一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故工程管理专业 

                           

[收稿日期]  2020-08-19；[修回日期]  2020-10-12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 2019 年“课程思政”专项建设项目“工程项目管理”(2019ZNSZ053) 

[作者简介]  王进，贵州湄潭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工程伦理，联系邮箱：

csruwangjin2@126.com；朱东莉，河南鹿邑人，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工程管理 



                                                                                           2021 年第 12 卷第 1 期 

 

22

 

 

毕业生主要流向工程建设领域。2019 年中国固定

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5.4%，超过 55 万亿元，其

中铁路、水务环保、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工程建

设投资的持续增长，急需工程管理发挥更大   

作用。 

    尽管中国建造了诸多举世瞩目的“世纪工

程”，但工程管理水平总体上仍有诸多亟待提升

之处。同时，工程建设领域属于腐败行为的易发

和多发领域，除开制度反腐和依法治国这些兴利

除弊的良策外，还得做好事前控制，在高校从源

头处输出“干净的新鲜血液”。因此，在工程管

理教育中针对“毛坯工程师”大力推行课程思政，

实现“政产学研用”的紧密协同，用心打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源头防

治的重要抓手。 

    课程思政直面高校部分课程价值观教育同

知识教育相剥离的错误倾向，契合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突出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高

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归。课程思政有宏

观、中观和微观之分。宏观课程思政涵盖高校所

有育人资源，包括学科资源、课堂教学、科研活

动、实践环节、文化建设、环境建构等；中观课

程思政是指集聚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

专业教育课以及“第二课堂”的综合集成思政教

育；微观课程思政专指在具体科目教学中深挖思

政元素，融入思政理念。学科专业要全面推行课

程思政，理论上须得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

面同时加快改革，方能春风化雨般建构德育教育

“360 度大熔炉”。本文秉持“小题大做”原则，

将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思政改革限定在狭义层

面，尊重“课程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

道”这一客观事实，深入剖析工程管理教育与课

程思政改革的一致性，并从专业思政目标设定、

课程思政平台搭建、思政课堂教学优化、教师思

政素养提高、思政教学管理提升五个方面实施改

革实践。 

    二、明辨：工程管理教育与“课程思政”改

革存在内在契合的一致性 

    传统的工程管理教育基于服务社会的应用

理念，借助“教学做合一”模式，致力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具有实践性、复合性、

伦理性、全球性四个特征[4]。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以及“新工科”的兴起，工程管理人

才既要专业素养持续精进，更要政治觉悟稳步提

升。前者极大地决定着中国的国际工程竞争力，

要求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标准“实质等效”；后

者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与方向性问题。

专业思政是凸显知识传授中价值观功能的专业

课程改革。既然高校所有课程都要有意识、有目

的、有计划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工程管理

专业自当从课程思政的高度重新定位，努力寻求

工程管理教育与课程思政改革的内在统一。这种

内在契合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理念一致。交叉学科蕴含的“知

识融合”理念与课程思政倡导的“全课程育人”

理念是一致的。现代工程的规模宏大化、影响深

远化、技术集成化、管理创新化、制造智能化等

特质，决定了工程管理专业教学必须围绕着“大

工程观”，突破“工程科学”的知识范畴，凸显

产业经济属性，呈现出前沿性、系统性、动态性

和交融性。工程管理专业兼具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三重知识，与工程学、管理学、经

济学、法学、信息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其人才培

养注重“知识融合”理念，强调各学科知识的“交

互、融通、整合”，这与课程思政倡导的“全课

程育人”理念极为契合。赫尔巴特(J. F. Herbart)

说：“道德是教育最高的目的。”育人先育德，善

的教育是一种唤起，而不是一种直接的教学。当

前的专业人才培养过分注重专业教育，但“用专

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

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

展的人”[5](310)。课程思政的实施，先得辨析出专

业成才和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共通点，

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每门专业

课程。专业课程必须借助“思政元素”和专业知

识有机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共同发展、人

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交叉融合，挖掘学生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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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习潜能，才能助力课程教学达成价值引领、

能力培养、知识传递等目标，落实“立德树人”

这一根本任务。 

    第二，价值引领一致。工程管理伦理教育所

倡导的价值理念和课程思政所主张的价值理念

是一致的。工程必须造福于人类，并帮助人类实

现最终自由，因此必须运用道德价值对工程本身

以及工程师群体的职业行为进行伦理判断，确保

工程在建造期以及服役期内(包含拆除、废料处置

等再生环节)，都要有利于人类的安全、健康、福

祉以及确保可持续发展。工程项目管理要达到

“卓越且伦理”的高度，须得工程实施共同体(包

括业主、设计、施工、监理、检测、供应商、政

府职能部门等)秉持“合作共赢、权责共担、包容

互鉴”的价值导向，要求每一参与主体都具有极

强的工程伦理素质。工程伦理是对“大工程”时

代工程师群体需要承担的基本义务和特殊责任

之批判性反思。在工程师群体践行伦理规范尚不

充分的大背景下，在校学生工程伦理素质的高

低，将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质量及建设成就。从

源头处对“未来工程师”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帮

助他们提升政治认知和建立道德自觉，是未雨绸

缪的良善之策。工程伦理规范对于工程师群体的

要求集中体现为：奉公守法，敬畏自然；民主参

与，团队协作；敬业奉献，创新精进；互信互谅，

互惠共生。工程管理专业针对学生熟悉工程伦理

规范并利用其妥善解决工程伦理问题的能力培

养，充分说明工程管理教育先天性在道德基础建

设和理性信念教育方面，具有推广课程思政的独

特优势。工程伦理教育与课程思政建设，二者在

教育期待上高度一致，无缝连接；在“三观”塑

造上一体两面，相互贯通；在价值引领上有机互

补，目标同一。 

    第三，育人目标一致。工程管理专业的“担

责铸人”育人目标与课程思政追求的“立德树人”

目标是统一的。工程管理教育遵循拓宽专业口径

原则，旨在培养既精通工程技术又擅用管理技能

的复合型人才，即“术业有专攻”的同时应当兼

具适应面广、实效性好、发展性强等特点。随着

中国逐渐从“工程大国”向“工程强国”转变，

新的工程产业链条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具备

面向工程全寿命期(咨询、设计、建造、使用、报

废一体化)执业能力的更高要求。执业能力重点考

察个体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能力，不仅要求执业人

员拥有从事该项工作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工程职

业素养，同时还应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和利他精

神。要满足土木工程建筑业对工程管理人才“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利益诉求，教育所要求

的三类目标——“达成目标、提高目标、体验目

标”[6]—— 都必须得以实现，即不仅达到知识结

构(达成目标)、能力结构(提高目标)的相关标准，

而且高度重视素质结构(体验目标，包含思想道德

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四个方面)

的协调发展。课程思政所追求的，正是通过“全

员、全程、全课程”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

治觉悟。这一目标既是学生在校时培养目标的终

点，也是其踏入社会后人格发展的起点，是对“基

本要求刚性化”原则的创新举措和最佳实践。专

业课教师必须牢固建立政治底线意识，避免“‘价

值中立’‘价值多元’所带来的‘去意识形态  

性’”[7]，才能更有效地“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

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真正达成“学习知识、

锤炼心志及养成品性于一体”的育人目标。 

    三、笃行：系统化思维建构“课程思政”实

施体系方能协同育人 

    课程思政建设的参与各方都是具有自主决

断和自觉意识的人。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之复杂性，决定了课程思政需要处理更多不

确定性，加之社会转型期不断涌现的公众针对破

坏社会公序良俗之“复杂而丑恶的社会现实”所

展开的公平正义诘难、诚实守信质疑和道德良知

考问，都给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目标提出了新

挑战，使得课程思政从源头处就属于复杂系统工

程。唯有采取系统化思维应对这种复杂性，建构

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才能协同育人。 

    (一) 专业思政目标设定 

    当前工程管理教育是以知识为前提的教育，

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去工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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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素养薄弱，毕业生达不到“毛坯工程师”的

最低标准。二是结构失衡。突出知识结构，关注

能力结构，弱化素质结构。三是目标偏移。专业

特色不鲜明，“百校一面”现象严重。四是轻视

学生，教师不相信学生的学习力和自律性，牢牢

把持课堂话语权，完全忽视自我反省与团队协作

才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最大教学资源。这些现象的

长期存在，使得既定人才培养目标较难实现，工

程管理专业毕业生处于“什么都懂，却什么都不

精通”的尴尬境地。 

    高校大多依托已有的深厚行业背景和强大

学科实力妥善设置工程管理专业，强化了工程管

理对于工程技术的依赖，这导致工程管理教育的

复杂性增加。一是不同高校工程管理学科的研究

对象具有极强的行业属性，行业间的差别相去甚

远；二是不同行业项目建造所需的成套技术自成

体系，异质性较强，必须补充讲授共性技术能力

之外所在行业的特殊技术能力。课程思政的推

行，给统摄工程管理教育和明确培养目标提供了

新思路，即紧抓共性研究主题，以思政改革为驱

动力，视思政元素为触发点，集中探究工程技术

活动中的建造原理和管理规律、工程技术与管理

理论集成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

合的解决进路，通过专业课程良好融入“政治认

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等基本    

价值。 

    课程思政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对

于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影响甚大，不仅能够

使学生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和行业需要，而且提升

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境界。专业思政目标可以分为

三个境界：第一层境界注重知识累积、技能训练、

道德养成和政治觉悟的互动关系研究，通过高校

课程思政改革实现铸魂育人，使在校大学生崇德

向善，欣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层境

界突出专业思政的治理结构研究，追求“教是为

了不教”，期待学生踏入社会后主动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行动指南，成长为自觉的道德主

体和担责的职场人士；第三层境界强调高校教育

与社会教化、家庭教诲、个体教养之间的协同效

应，勉励每名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燃灯者”，育心明德，在暗夜中为他人照亮前

行之路。 

    (二) 课程思政平台搭建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工程

管理专业课程群具有课程种类繁多、育人影响巨

大、学时占比过重、师资构成多元等特点。专业

课程思政平台的改革，源于“思政教育亟须建立

能够融合不同学科育人资源的课程体系，推进其

他学科、课程及专业的教师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制度化和常态化，形成学科、课程、教师、教学

多位一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8]的急迫

需求。课程思政平台搭建，旨在通过有效整合课

程资源，运用系统化思维，解决学科育人与跨学

科综合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正落实“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行”。 

    工程管理专业以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法

律、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五大知识平台为支撑。工

程技术平台注重技术层面的攻坚克难，管理平台

追求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经济平台旨在实现利

益最大化之下的利益均衡，法律平台关注提供争

端解决机制，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平台重在全要素

的效率提升。“五大知识平台”常被诟病既存在追

求学科体系完整而导致科目数量膨胀和课程内容

繁复之弊端，又缺乏交叉学科知识之间的“外部

知识融合、内在知识会聚与科学合作模式”[9]，难

以发挥集聚效应(agglomerative effectiveness)。在

以设计标准化、构件部品化、生产工厂化、施工

装备化、装修一体化、管理信息化为典型特征的

新型建筑工业化变革大背景下[10]，工程项目生产

方式的转变对于工程管理专业课程平台设置本

来就提出了诸多新要求，既有“新工科”要求的

新增课程，如 BIM 建造技术、工程伦理学等，也

有既有课程新知识的拓展，如 EPC 工程承包模

式、PPP 投融资模式、精益制造(LP)、供应链管

理(SCM)理论等。课程思政的引入，对于课程平

台搭建提出了“密集型与全方位并存，渗透型与

一体化互进”的更高要求。 

    要确保工程管理专业思政改革的实效性，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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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坚持“以思政效果倒逼课程平台建设”的思路。

唯有牢牢抓住“课程门门有思政”这一不可动摇

之底线，方能解决好五大知识平台“各自为政”

这一顽疾。解决思路有两种：一是基于项目生命

周期将相关课程串联成“课程链”，即遵循“构

思—设计—实现—运作” (conceive—design— 

implement—operate，CDIO)理念，将前后关联且

上下交叉的工程项目投资与融资、运筹学、结构

设计原理、施工组织设计、合同管理、工程概预

算、土木工程施工技术、项目管理、项目后评价

等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按照基本建设规律统

筹整合，形成条理清晰、逻辑清楚的因果链。该

课程思政的要点是：打破教师间的隔阂和壁垒，

打通课程间的“关隘”和“接口”，集思广益找

准每门课程最适宜融入的思政要点，组织任课教

师集体讨论，统一协调。二是基于人才培养的整

体导向，将通识、专识、实践能力三个培养目标

联成“课程面”。对于诸如“工程伦理学”“专业

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等无法运用“课程链”

思路来统摄思政教育的课程，从“课程体系与岗

位任务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能力对接、教学情

境与实际工作情境对接”[11]三个方面，围绕某一

具体目标选择适宜的“课程组”。该课程思政的

难点是：重新梳理“课程组”内部各门课程的内

容边界和衔接关系，做好“界面”管理。鼓励教

师围绕立德树人采取工程境域模拟、职业角色扮

演等交互式教学，强化多门课程对思政目标的多

措并举，实现协力育人。两种思路都是从课程这

个“点”出发，并行不悖，二者有机结合能够发

挥“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拓展效果，开创立

体化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三) 思政课堂教学优化 

    用好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才能把价值观

“基因式”地融入专业课程，引领高校主流意识

形态积极健康向上。德性养成的最佳途径是学生

在“知学、乐学、好学”中内省自我、外观他人

而逐渐内化，这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

“未来的教育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

自己的主体”。课程作为学科知识的整合，其本

体内容是课程思政的实践基础，育人需求是课程

思政的原动力，教学方式是课程思政的实现途

径。“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思政课程，

须得通过精心规划和全情参与，方能承担其所应

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首先，系统优化课程结构。课程结构承上启

下，是将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的重要纽带。

一堂“上出‘思政味道’”的专业课，其课程结

构既要保证教学内容与育人目标的适切性，也要

把握教学内容的整体结构，从而兼顾专业知识教

育和思想价值的融合。 

    其次，紧扣课程育人目标。课程思政强调引

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内化为德性养成，并将这种内

化体验逐渐升级为“个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

基本能力和方法”[12]。目标必须具象化，教学才

能有的放矢，才能让每门专业课在“以本为本”

的基础上都突出育人价值，为“回归实践、凸显

应用和适应自如”这一人才培养要求提供思政指

明灯。 

    最后，合理优化教学模式。教师通过承担组

织职能和提供服务保障，采取翻转课堂、慕课、

微课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建构让学生觉得是“最

合脚的鞋子”之“探究式、个性化、参与式”课

堂，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这既能避免互动环节

学生不愿“动静转换”导致师生面面相觑的尴尬，

又通过学生“坐到前排来、把头抬起来、提出问

题来”，实现了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

的教育理想——“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

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

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

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13](2)。 

    (四) 教师思政素养提高 

    2018 年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

果显示，对大学生思想言行和成长影响最大的第

一因素是专业课教师[14]。课程德育是隐性的德育

课程，既涵盖课程思政元素传递的道德教化，又

包括师生交互中各要素呈现的伦理意蕴，特别注

重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师

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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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务是育人，课程思政要求“教师人人讲育

人”。但部分专业课教师的育德意识较为薄弱，

其思政能力和素养更是亟待提升。 

    专业课教师思政能力的培养路径包括“认知

维度的融合与转化、教学手段的综合与尝试以及

教学氛围的创设与维护”[15]。教师思政素养提高，

与其政治素养提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政治素

养是教师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成为

“大先生”的关键所在，与学科素养、教育素养

和社会素养一起，共同形塑教师的育人能力。政

治素养不高的教师，既在认知思政教育重要性上

眼界浅薄，又在深挖专业课程蕴含的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价值理念上力

所不逮，还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茫然无

知。教师要想“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

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

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16]，不潜心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学说，不深入钻研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精髓所在，必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绝境。 

    专业知识理当由最具专业技能和政治觉悟

的教师来讲授，因为“学生在学校所学习的自然、

社会思维方面的知识是世界观和正确道德行为

的基础”[17]，故应当充分利用校级资源，和平台

课程涉及的院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大力提

倡不同院系教师合作授课，形成“德育共同体”。

同时，择优选聘工程领域有突出贡献者登上大学

讲台。他们丰富的工程经验、坚定的职业信念和

精彩的成长历程，对学生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是“润物细无声”地“立德树人”的极佳选择。 

    (五) 思政教学管理提升 

    思政教学管理体现在组织管理、运行管理和

制度管理三个方面，须紧扣思政成效建构“学生

应该懂什么、如何懂、达到何种标准为懂”的细

致而量化的评价体系。课程思政围绕五个关键环

节展开：基础在课程，重点在思政，关键在教师，

重心在院系，成效在学生[18]。要真正落实“全课

程、全员育人”的课程思政理念，良好的教学管

理至关重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

专业课程三者如何实现“让大学生入耳、入脑、

入心”，有赖于多部门合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

创新机制，既要抓住课程思政这一主渠道，也要

发挥辅导员、班主任的协助功能，并重视校外实

践基地的示范效应。 

    教学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于奖优罚劣。奖优是

指用心发掘思政效果突出的专业课程，充分发挥

“精品思政课程”对其他课程产生的引领作用；

罚劣在于防止专业课教师将课程思政“矮化”为

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传播，不激发学生在思想碰

撞和智慧启迪方面的主体参与意识，忽视学生在

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方面的

能力培养。教学管理部门必须鼓励每位专业课教

师深挖专业课程教育中的思政理念和精神养分，

严格落实质量标准，确保将正确的价值追求和理

想信念传达给学生，以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 

    由于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

连接和转化的桥梁，求学时期形成的“短板”，

必将影响职场阶段的“加速”，进而减缓优秀接

班人涌现的“速率”。能力不足，则“不称其位，

其殃必大”；德行不彰，则“不称其任，其祸必

酷”。因此，教学管理部门必须将课程思政提升

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来认识，应当“把

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从宏观视野和复杂思维出发，系统化进

行实现路径的全局规划，促进学科建设、思政教

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协同，多管齐下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警惕“才胜德”的精致利

己主义者的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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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WANG Jin, ZHU Dongl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explicitly requires “all courses ha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all teachers pay attention to whole-person education”. It is imperative 

for every major to constr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well. The specialized 

teacher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oughts, deeds and mor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have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goals, value guidance, and 

educational idea, which is conducive for both parties of teaching to enhance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and 

cultivate moral personality.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needs to do well in these five aspects: setting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major, building the plat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optimiz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and enhanc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is 

to encourage every student to refuse to become the cunning egoist whose ability is superior to morality, but 

to become a torchbearer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ll his lif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core 

socialist values; Marxism;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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