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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设工程伦理课对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该课程教学案例滞后、教学方

式落后和师资力量薄弱三个关键性问题,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在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将

具备丰富实践背景的同类专业教师组成授课团队,利用各自的专业基础知识优势开展案例教学,并引入

混合式教学模式,强化学生对工程伦理概念的理解,使学生掌握并能够运用基本理论,培养学生关注工

程实践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并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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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stablishmentofengineeringethicscourseinchemicalengineeringspecialtyisofgreat

significancetothecultivationofhigh-levelappliedtalents.Atpresent,therearethreekeyproblemsin

engineeringethicsteaching:thelaggingofteachingcases,thelaggingofteachingmethodsandthe

weaknessofteachingstaff.Therefore,teachingmodelisreformed,theteachingteamconsistsofsimilar

professionalteacherswithrichengineeringpracticebackground,theactualcasesareanalyzedasthe

teachingbackground,blendedteachingmodelisintroduced.Withthisteachingmethod,thestudents'

understandingonengineeringethicsconceptsisstrengthened,andthebasictheoriesaregraspedand

appliedconsciously.Finally,studentswillbecultivatedtofocusonethicalissuesintheengineering

practice,andrealizetherealityandlong-termsignificanceforsuch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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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依循的规范和准则称

为伦理,属道德范畴。将科学原理应用于各行业

产业之中而形成的各学科总称为工程[1]。从发展

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工业化是必由

之路。中国方案的提出及实践与中国智慧的显现

及发挥,有助于我们科学处理工程与社会、自然之

间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工程伦理是将模糊、不

准确、无法量化的行为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开设

工程伦理课,就是传授工程实践中理应遵守的伦

理规范,提高学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循伦理规

范的意识和能力。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培养德才

兼备的工程师是服务社会的责任与必然。

从欧美先进国家的工程伦理教育发展过程看,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呼唤工程伦理教育的前提,社

会认知水平制约着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进步得越快,工程伦理问题就愈

加突显,工程伦理教育的开展也愈加紧迫。当前,我

国工程领域的伦理教育已起步并稳步推进,当务之

急是使之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更好地服务社会。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

代初,晚于西方国家。2015年,全国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开设工程伦理课程[2],标志

着工程伦理课程建设正式启动。至今,我国已经

开展“全国工程伦理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20余

期,开展“高等院校工程伦理课程建设研修班”2
期。国内高校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推动,使工程

伦理教育不断发展。从2017年起,浙江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就顺应时代要求,针对工程硕士研

究生开设了工程伦理学位课程,以增强学生的工

程伦理意识,完善工科人才教育方案,工程伦理课

程在工程教育中的重要性逐渐突显[3]。

一、工程伦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工程伦理课程多为1~

2学分、16~32学时,一般采用传统的老师主动

教、学生被动学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并以课堂练

习与提交小论文的方式进行考核。该课程的教学

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

一是国外教材中教学案例使学生难以理解。

工程伦理课程教学中多采用“案例教学法”“项目

分组讨论”“情景模拟法”,其中案例教学广受教师

青睐。由查尔斯·E·哈里斯等著、丛杭青等翻译

的《工程伦理概念与案例》一书中有很多案例可作

为教学参考,因此教师会直接将这些案例引入课

堂教学中。但是由于社会制度迥异,经济社会发

展路径和工业化程度不同,国外教材中的一些案

例让学生较难理解,因此对学生进行工程行为示

范引导的目的难以达到。

二是传统教学方法的效果不佳。社会经济高

水平发展是工程伦理课程产生的时代背景,对该

课程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一些教师

仍沿用传统的 “灌输式”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

缺乏对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也无法调动学生

思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导致教学效率低下、

教学效果不佳。

三是受过专门培训的工程伦理课程师资缺

乏。工程伦理作为一门研究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

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课程,要求教师

熟悉工程伦理的理论内涵,且具备工程实践经验,

能够从伦理学视角进行授课。在一些学校,该课

程由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老师讲授,授课教师往

往过于关注抽象的道德判断,缺少对更广泛影响

条件的详细描述,很难解释工程实践中复杂利益

冲突和多元伦理判断对工程问题的视角错位问

题,从而影响了授课效果。还有一些学校的工程

伦理课程由工程类教师负责讲授,他们往往注重

工程实践过程与工艺路线优化,以及如何实现工

程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未能评估工程对行业发展

生态的影响,也没有对涉及工程技术案例问题进

行伦理范畴的分析评价,从而失去了向未来工程

师传递自觉、主动地参与工程伦理行动的机会。

二、教学改革探索

鉴于上述问题,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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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类专业教师组成授课

团队,参加由教指委组织的工程伦理培训,为授课

打好基础。此后,团队教师基于自身扎实的专业

基础,在工程伦理课程中推行案例教学,同时结合

混合式教学方法,借助网络智慧教学平台开展教

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深化案例教学,加强案例建设,培养师生

的伦理敏感性

案例教学是一种以案例为主线、不简单判断

对错的教学方法,能达成关联教学和实际应用的

目的,是一种互动性强、启迪思维的开放式授课方

式,有助于培养师生的伦理敏感性。团队教师分

头从真实的课题研究或工业生产中,通过杂志、报

纸、网络、微信等媒介,收集国内化工领域最新的

案例;并通过具体案例的讲解,把学生带入现实的

复杂情境中,引导他们从健康、安全、环保等方面

分析和思考问题,使他们在走上工程实践岗位前

就树立遵守工程伦理的观念。

在教学中,教师以掌握丰富的工程专业伦理

知识为前提,以有代表性、影响力的案例为基础,

以不同时代的经典案例为切入点,从专业知识、行

业发展、职业操守等角度,评价工程行为的社会价

值和经济价值,探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同时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案例教学,通过思考和讨论,提

出问题解决方案。如我们以宜宾化工厂爆炸事故

为例,设计了题为“宜宾化工厂爆炸致19人死启

示录”的工程伦理教学案例。通过介绍事故的起

因和处理结果,我们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生产安

全事故,企业主要负责人只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无

视员工生命,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该案例

同时涉及工程伦理中的利益伦理问题和责任伦理

问题。在该案例的教学中,我们通过分析实际问

题,让学生学习化学工程风险的主要来源,深入理

解工程伦理相关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其工程伦

理意识,并引出工程伦理问题;从技术层面分析工

程事故产生的原因,提出预防措施,让学生系统把

握工程伦理的基本规范;从信息公开和责任关怀

的角度,使学生树立社会公正意识,培养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全面提高其针对复杂工程伦理问题的

决策能力。

(二)扩大教学资源,拓展教学空间,开展混合

式教学,实现实时交流

随着 MOOC、SPOC及混合式教学的相继推

出,“互联网+教育”已被越来越多的师生所接受。

2018年4月教育部推出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

计划》中,对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育教学提出进一

步的要求,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发挥组织者、调

动者、评判者的作用,善于引入形式多样的传授

方法。

我们在工程伦理课程教学中引入混合式教学

模式,利用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将离线与在线传

授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可用

于对经典案例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工程技术应用时

态及发展趋势所构成的原理进行全方位解析,同

时可用于提炼不同阶段的伦理问题,并实现移动

端的在线学习和完成作业,因此适合用于专业硕

士工程伦理课程的教学。

在开课之初,我们让学生自由组合成学习小

组,从教师给定的主题中自由选择一个,通过自行

搜集工程伦理案例、线下查询学习教材及资料,建

立工程伦理模型,推演工程实践过程。完成作业

后,各小组在课堂上开展工程伦理案例的分析与

评估。这种混合式教学能够激发和调动学生课上

课下学习的自觉性,使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促进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提升学生对工程实践

中的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和主动作为能力。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后,我们对学生的评价

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期建立完善的适合化

学工程类工程伦理混合式教学的考评方式[4]。学

生的总评成绩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学习课程

的参与度,考核学生对工程伦理的学习态度;二是

讨论工程伦理问题的参与度,考查学生入脑入心

程度及对工程伦理的认知水平;三是课程总结论

文的写作情况,考量学生对工程伦理的分析能力、

选择评估能力和判断力等。

(三)贴近工程实践,由工程专业教师团队主

讲工程伦理

在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的 (下转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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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高,较少或无须与实验教师讨论便自主开展

实验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相关调查显示,大多

数学生喜欢这种开放式实验教学方式。近年来,

该教材的印刷量持续增加。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分子合成技能与结构

分析技能一样,将成为化学专业人员的必备能力

之一,而学习者的有机合成能力始于基础化学实

验教学。当人类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淘汰水

课,建设金课”及建设“一流本科,一流课程,一流

教材”的背景下,重塑化学教育,倡导学生自主实

验、自主培养动手能力的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共识,

因此高校应持续开发能够指导学生自主实验的教

材,以适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才培养需求。

(文字编辑: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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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3页)过程中,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

院把具备工程伦理意识及操守列入工程类人才的

培养目标。学院挑选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化

工专业教师组成授课团队,让团队教师在完成工

程伦理课程培训后,分头准备上课资料,发挥各自

特长,同时收集并整理教学案例。开课前,课程团

队通过集中讨论,确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工程伦理

课程教学大纲。该课程旨在让学生树立工程伦理

道德理念,掌握运用基础理论的方法,认识工程道

德的现实意义,从而达到满意的学习效果。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意识到将经济成

果视为最高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工程实践

中,人们还应该关注行业发展的生态,积极投身维

护行业发展的环境,这是建构工程伦理行为的社

会基础。工程伦理行为能力是高校研究生职业素

养判断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需深

刻认识工程伦理课程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发

挥化工专业理论扎实和工艺技术实践经验丰富的

优势,以工程伦理准则为指导,引导工程类学生为

日后实现自身行为的社会性奠定基础,以期使他

们走向社会后,不仅能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还能

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教师以工程案例为抓手,通过雨课堂等,实现

工程伦理实践规范行为的量化,使学生建立工程

伦理的概念,并打下遵从工程伦理规范、辨析选择

行为能力的基础,这有利于培养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可用之才,让科学

真正造福人类。 (文字编辑:孙昌立)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67,618.

[2]杨斌,张满,沈岩.推动面向未来发展的中国工程

伦理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4):1-8.

[3]修光利,侯丽敏.工程伦理应该成为工程教育“第一

课 ”[EB/OL].http://theory.gmw.cn/2017-04/28/

content_24329663.htm,2017-04-28.

[4]于凤文,卢美贞.工程伦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J].教育现代化,2018,12(50):146-147.

801 一部支持自主做实验的《有机化学实验》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