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工程伦理学习氛围,建立阳光考核机制,实现创新教学 

                    --化工学院全员参与案例分析评价推动工程伦理教育 

滕英跃 

化工学院专业硕士《工程伦理》课程通过营造工程伦理学习氛围，建立精彩

案例分析，完善教学体系，打造阳光考核机制，增强了学生工程伦理意识，强化

了工程伦理规范，提高了工程伦理的决策能力。 

工程伦理是研究工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旨在培养

学生高度的工程伦理敏感性，综合地运用伦理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对现实中复

杂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道德感。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工程伦理学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兴起，经历了

20 世纪的最后的 20 年，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走入建制化阶段。2018 年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将《工程伦理》列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必修课，这正式拉开了我国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的序幕。 

一、工程呼唤伦理 

2018 以来，工程伦理逐渐走入大家的视野，“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学术

造假”、“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案”等屡屡冲击大家的大脑。“工程”还需要“伦理”？

道德底线在哪？人们都思考着，特别是高校人对此尤为关注。“工程”呼唤“伦理”，

需要工程伦理来约束工程行为，尤其化工行业，影响更为深远。但我们国家过去

的工程伦理教育是不系统甚至缺失的，高校师生们对该领域接触较少，对“工程

伦理”的知识相对陌生。调查表明，研究生 93%以上没接触过伦理学、工程伦理

学、化工伦理学，85%以上学生不太关心此类课程，认为是强制学习课程，甚至

可能会有一定抵触情绪。教师中也有好多人不了解该类课程，而学生将来是“工



程”的主力军，工程伦理教育就显得尤为迫切。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推动下，全国高校陆续开设了“工程伦理”相关课程，填补了工

程类伦理教学的空白。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从 2018 年起面向专业硕士开展

工程伦理教育，历时三年，培养了 150 多名学生，申请并承担了内蒙古工业大学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工程伦理》课程建设与案例教学实践”

（YJG2018004）。  

二、创新教学模式，向工程伦理“金课”前进 

2018 年秋季学期，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授课

对象为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化工工程师”作为贯穿性

主题，将职业伦理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着力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职业伦理责

任感，在研讨中加深对化工工程伦理问题的思考。精心设计案例，创新教学模式，

努力向工程伦理“金课”前进。 

1. 全员打造课程教学体系 

根据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6 年下发的《工程伦理》

课程教学大纲，考虑我校实际情况，课题组制定了《化工学院工程伦理教学大纲》

及《教案（课程）》，确定了培养对象为化工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内容包括

工程伦理导论，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化工伦理学四部分；课程教学目标为培养

工程伦理意识，掌握工程伦理规范，解决工程伦理问题；教学方式以重点知识讲

授为基础，以案例教学为特点，以职业伦理教育为重心，采用课堂讲授、案例研

讨、专题讨论等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分为五部分，考勤、讨论、案例分析、课

件、海报。《化工学院工程伦理教学大纲》经过课题组反复讨论，多次征求资深

专家及学院教师的意见，日臻完善，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将继续修订，以满足



化工学院研究生、本科生《工程伦理》教育的需要。  

2.精彩案例引燃激情教学 

案例教学是《工程伦理》课程重要教学模式之一，案例的建设对《工程伦理》

教学效果至关重要，案例的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 

（1）工程伦理学习氛围的营造 

由于学生对于《工程伦理》不熟悉，甚至由此产生抵触情绪，本课题组采

用提前要求学生收集、阅读工程伦理相关案例的教学模式，同学们提前收集、

提交工程伦理相关案例发到“微信群”中共同学习，互相监督，营造了工程伦理

教学氛围，收到了良好的预习效果，学生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了解了什么是工

程伦理，关注了大量的工程伦理案例（图 2），熟悉了工程伦理案例的分析方

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能迅速融入教师授课过程，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教师

通过整理学生们的案例，掌握了学生们的关注点，及时在课堂中引入学生自己

提供案例，激发起学生兴趣和课堂归宿感。

 

a. 500 只绿孔雀逼停 10 亿水电项目？b.从这辆油罐车身上看到了战争恐怖 

图 2 学生提供案例 

（2）精品案例库建设 

教师在同学们提交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工程伦理》案例，设置《工



程伦理》案例库，案例库的建设以各领域工程建设中的具体事件为单元，重点从

应用伦理的视角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为学生在工

作中解决类似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实例（图 3）。案例的内容要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尤其要选取未来可能成为世界样本的中国案例；案例要能引起学生的兴

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现实性；案例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主题，主题要有深

度，有进行理论分析的空间和价值；案例应具有足够进行深入分析的信息，能引

导学生运用案例中的信息进行伦理分析和批判性思考，能帮助学生把握问题，并

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案例要有突出的问题意识，案例中的各方定位要清晰，

要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可能的角色替换或换位思考；案例的内容要能够引起讨

论和争论，但应有价值引导；同时正面和反面两种案例都需涉及，对学生正面引

导（图 3）。 

青城驿站厕所革命          都江堰水利工程        战疫必胜 

图 3 精品案例库建设 

3.课程、课堂设计 

化工学院《工程伦理》课程内容包括工程伦理导论，伦理学、工程伦理学， 

化工伦理学四部分（图 4），通过这四部分完成了工程伦理“意识、规范、能力”三

位一体的培养目标。 



     课堂设计中在同学们预先收集案例的基础上，通过同学们熟悉的热门话题

引入工程伦理问题，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分组讨论，同时在讲解过程

随时随机提问，加强与学生互动，请同学们观察、发现、分析周边的伦理问题，

这既使学生在听课的过程进行广泛思考，同时也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

学效果良好，获得同行专家的肯定。 

 
 

 
 
 
 
 
 
 
 
 

图 4《工程伦理》课程内容及目标设计 

4.阳光测试 

《工程伦理》考核分为五部分，考勤（10%）、讨论（20%）、案例分析（30%）、

课件（10%）、海报(30%)。由于学生们对本课程不了解、甚至会产生抵触，而本

课程为专业硕士必修课程，因此学生们对本课程的态度比较矛盾，而本课程性质

决定了考试中主观题偏多，这就对本课程的公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上述情况，本着工程伦理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和工程伦理的终级测

试原则-阳光测试，化工学院 2019 级专业硕士《工程伦理》期末考核通过将海报、

课件、案例分析投放到化工学院“微信群”内，请全员老师赏析和评价（图 5）。一

方面给同学们增加了动力，他们的作品展示在所有老师面前，学生会付出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工程伦理理论，分析案例，进而实现了我们的“意识、规范、

能力”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教师们通过赏析和评价学生们的海报、



课件、案例分析作品，也了解、理解了工程伦理的思想，参与到《工程伦理》教

育全过程，实现了全员学习工程伦理。 

  

图 5《工程伦理》学习作品赏析及评价邀请函及典型作品 

三、伦理思想，星火燎原 

化工学院专业硕士《工程伦理》课程经过三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课

程体系，学生们通过提前收集案例、课堂讨论、完成作品、阳光测试等阶段了解、

熟悉、掌握了工程伦理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工程伦理的分析方法，增强了伦理意

识，强化了工程伦理规范，提高工程伦理的决策能力。课程完满完成了工程伦理

“意识、规范、能力”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同时学院教师在教学大纲讨论、案例

收集、阳光测试中也了解、理解了工程伦理的思想，进而在实践中应用工程伦理

理论去分析、解决问题，从而实现了《工程伦理》阳光考核，全员共建美丽化工

的愿景。我们以专业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为起点，引燃师生心中“伦理”的种

子，让“伦理”思想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生根发芽，创造良好的伦理文化，丰富工

程伦理内涵，这有利于研究生的职业发展，也会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深

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