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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碳”目标下，工程管理专业承载着助力实现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使命，如何将“双碳”

理念与专业课程思政巧妙融合亟待探索。本文探讨了在“双碳”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如何通过课程思政教育培

养具备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高素质管理人才，通过分析工程管理专业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价值，指出其在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健全知识体系、发挥学生主体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从制定建设方案、融入绿色低碳思

政元素、拓展实践平台和打造教学团队等方面提出适应“双碳”背景下课程思政发展的模式策略，旨在培养具有

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工程管理人才，为建筑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人才支持，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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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ursuit of the dual-carbon objective,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 bears the crucial 
responsibility of facilitating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t is impera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ive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the dual-carbon concept into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considers how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 can cultivate high-quality 
management talent with a focus 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urse ideology educ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dual-carbon'. It analyses the value of implementing course ideology education in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 and highlights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guiding students towards a sound value orientation, enhancing 
their knowledge base and facilitating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value of implementing course 
ideology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t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is plays in guiding students to form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s, a sound knowledge system and students' subjectivity. It also proposes a mode strategy for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rse ideology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ual-carbon'. This is set out in terms of formulating the 
construction plan.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cultivat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t does so by integra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ideology, expanding the pract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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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ilding the teaching team. The course is aimed at providing talents support to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field,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alisation of the "dual-carbon" concept. The objective is to cultivat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who demonstrate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rovide human 
capital support for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carbon' objective. 

【Keywords】“Double Carbon”; Sustainable building management; Civic-mindedness of the curriculum 
 
1 引言 
近年来，全球碳排放总量始终保持增长态势，温室

效应加剧引发海平面上升、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等问题。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正

式提出“双碳”目标，即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碳减排

政策和措施，碳排放力争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体现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建筑领域是

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发布的

报告，2021 年，我国建筑领域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占

总碳排放量的 50.9%[1]，较 2019 年上升了 0.3%，显示

出建筑领域碳减排的紧迫性且碳减排潜力巨大，建筑

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方向。 
实现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人才支撑，由此，

教育部印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当下

“双碳”人才存在较大缺口[2]，高校的人才培养应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着力培养更多的相关专业人才，助力实

现“双碳”目标。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而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德。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工程管理专业作为培养建筑领域复合型高素质管

理人才的工程类专业，肩负着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

使命。在建筑领域要求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大背

景下，工程管理专业要求在课程安排上有融合新时代

绿色发展理念的课程设置，在课程教学除了要求学生

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需要培养学生节能环保

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拓宽学生的绿色发展视野。把思

政元素和专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还要在人才培养全

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做到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相统

一，实施高质量的课程思政教学是工程管理专业的重

要教学任务之一。通过“聚能产教融合，共育德能人才”

培养建筑领域“双碳”人才，推动实现建筑绿色低碳发

展转型。 
2 工程管理专业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价值 
课程思政的基本功能是导向功能，体现了思政教

育的目的性和意识形态性，课程思政也与学科专业教

育相契合。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对学生

的职业理想信念、职业规划和行为规范都具有重要的

正向引导作用。 
2.1 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相互契合 
课程思政育人模式与工程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是

相互契合的，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教育机

制上。 
首先，教育目标上的契合体现在立德树人。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登华认为要培养出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

程人才就需要以立德树人为引领，遵循工程教育和创

新人才的发展规律，培养全面发展的工程人才[3]。在教

育教学中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要突破思想政

治教育的课程边界，将思想价值引领融入到知识传授

中，把工程管理专业教育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共同融汇

到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与学科建设形成协同效应。

其次，教育理念上的契合体现在追求全面发展。在工程

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长期以来重视科学知识传输

而忽视人文教育，工具理性倾向明显，受教育者被当作

工具，培养出工具型人才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4]。工程

管理专业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专业知识

教育中兼顾人格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探索实现自

由全面发展，才能培养出创新型工程人才。课程思政是

突破技术领域培养人才局限的新思路，充分利用思政

教育资源完善人格教育，丰富学生的道德情感和培养

优良品质，实现教育着的全面发展。最后，教育机制上

的契合体现在协同育人。工程管理的学科专业建设要

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培养、产学研协同和创新创

业指导四位一体的教育格局，打破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壁垒和边界。课程思政有利于从课程内容、教育阵地和

教资团队等方面形成协同机制，挖掘学科教学中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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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元素，从而打破思政教育的“孤岛”现象，形成教育

合力进而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5]。 
2.2 “双碳”背景下实施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价值 
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有其区别于思想政治理论的重

要价值。第一，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有利于打破工具理性

思考的壁垒，实现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

对灵魂的塑造，引导人对于伦理道德和精神的正向认

知和探讨，养成优良的品质和人格。当下，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面临的显示挑战之一就是片面追求具体职业

技能的获取，这提高了学生习得职业技能的效率，但也

使得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的培养被边缘

化[6]。工程管理专业是以培养同时兼备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为目的，在学科课程教育中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在尊重学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感情价值的交流和

引导，培养学生的价值理性。第二，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有利于健全知识体系，构建人文和科学知识均衡发展

的育人格局。人类知识本身是完整的体系，人文学科和

自然学科共同发展，但随着经济和科学的发展，社会分

工日益细化，对人掌握知识的细度和深度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这也体现在高等教育中学科和专业的细

分，人类的整体知识体系被人为割裂，人文与科学逐渐

分道扬镳。科学知识可以让人掌握劳动技能，成为专业

领域的人才，而人文知识则侧重于探讨生活的意义和

价值，这两种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思政

能利用专业课程的教学元素进行延申，很好的融合了

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能健全学生的知识体系，提升综

合素质。第三，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从

根本出发，以学生为中心，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和

服务学生。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传递社会生产

和生活经验，培养社会所需要人才的活动，其本质是教

育者和学生之间平等的交往活动，不仅包括知识内容

的传授，也是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传

递[7]。课程思政教育要求教师以学生为中心，作为引路

人的同时也要立足于学生的需求，与学生形成平等的

互动关系，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在精神价值维度上

吸引学生，才能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培养出优秀的创

新型人才。 
3 “双碳”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建设 
在“双碳”新时代背景下，建筑领域亟待进行绿色

低碳转型。工程管理专业加强绿色低碳教育，积极推进

工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要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就要立足于课堂，充分发挥课堂

理论教学、课程育人主渠道的作用，深入挖掘专业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积极运用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健全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将思想政

治教育和知识体系进行有机融合。 
3.1 制定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结合“双碳”背景下的工程管理专业特色及三全育

人五育并举的育人要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政治认

同、家国意识、道德修养、可持续发展等思想和学科知

识传授、专业能力培养融合在一起，形成科学合理、契

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制定课程思政

建设方案，进而补充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各类课程

的学科特点，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充分利

用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要不断探索课

堂思政教学新方式，以学生为中心，立足于学生实际需

求，充分激发学生的认同感，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积极

与学生互动，在平等交流中引导学生思想转变。 
3.2 将绿色低碳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全过程 
在教学设计时，把绿色低碳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在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具体举措、预期成果及效

果评价的教学全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的切入点可包含：第一，培养学生绿色发展理念。立足

国家战略高度，让学生理解“双碳”目标对于我国的重

要战略意义，从全球层面阐述我国进行绿色低碳转型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讲解我国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着力方向和

所采用的主要措施，包括提高碳排放监测能力、优化节

能技术使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推行绿色金融等。第

二，拓阔绿色低碳技术视野。讲解当下建筑领域所运用

的主要绿色低碳技术，如绿色建材、绿色建筑、建筑光

伏一体化、装配式建筑等。第三，培养社会责任与担当。

通过带领学生逐步深入领会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的

困难及机会，使学生认识到未来职业发展与社会责任

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和激发学生对于绿色低碳事业

的热情。 
3.3 基于校企合作拓展课程思政实践平台 
工程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学生掌握扎实

的学科知识，还需强调实践实训教学，在实践中领会和

运用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专业复合型

人才。拓宽校企合作渠道，推动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深化产教融合，打造工程教育责任共同体。在与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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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产业相关的合作企业设立校外实习基地，设置开展

工程岗位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合作企业共

同制定培养方案，例如，我校与中宏低碳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交流密切，实习生参与公司绿色低碳项目的

开发，期间学生不仅可学习到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还

能参与实际的建筑节能改造过程。实践课程超越课堂

和学校的局限，有利于学生运用理论联系实，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专业素养，通过实践中的人际

互动和社会交往，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

识。设立校外导师，引导让学生在实践的真实情境中增

强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3.4 打造“双碳”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教师是课程思政教育的主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是教学实施和改革的关键。首先要对教师团队进行合

理的分工，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按团

队中教师的专业背景和特长进行优化分工合作。学院

教研组要加强教师对于“双碳”背景下建筑领域绿色低

碳转型的学习引导，可与合作企业共建绿色低碳建筑

交流中心，提升教师对于低碳技术实际发展应用程度

的认知。提高教学团队的整体政治素养，加强党史的学

习研究，充分发挥优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教师

以身作则才能润物细无声般的感染学生，提升思政教

育的效果。学校各学院间可积极联合成立课程思政教

学教研交流中心，各学院定期举行课程思政教育研讨

会，共同探索课程思政建设模式，为了提升教学团队的

整体政治素养，我们将定期组织“双碳”政策和绿色低

碳技术的专业培训，并与企业专家共同举办教学研讨

会，以确保教师团队能够紧跟最新的行业发展趋势。 
4 结语 
本研究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

政教育模式，而且通过实践案例验证了其有效性，为其

他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方向，特别是在探索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深

度融合方面。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工程管理专业

要为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

复合人才，有力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清

“双碳”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价值，落

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入挖

掘工程管理专业蕴含的思政元素，并结合绿色低碳的

生态文明理念充分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中。要拓宽学

校与企业的合作平台，深化产教融合，增强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同时要打造素质过硬的教师队

伍，培养专业教学能力强，政治素养高的优秀教师，共

同探索课程思政教育新模式，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

人才，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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