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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一、 课程性质与任务 

课程性质：《工程伦理学》可以指导学生辨识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解决

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时应遵循的依据及其优先次序，以及解决工程实践中

的伦理相关问题的程序，使同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具体的工作中提高工

程伦理意识，运用工程伦理规范和基本思路解决工程中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

是机械工程、机械电子通识必修课。 

课程任务：通过本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培养，使学生深入理解工程伦理相关

概念和理论，培养相关从业者的工程伦理意识；要求学生系统把握工程伦理

的基本规范，掌握具体工程领域的伦理规范要求；同时全面提高工程伦理的

决策能力，能够解决工程实践中的复杂伦理问题。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在机械产品设计等工程实践过程中具有对风险因素识别的能力，

使学生能在设计中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及环境等多方面影响，

培养学生在具体的机械工程设计中综合运用工程伦理知识解决各种复杂伦理问

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2 通过讲授工程伦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工程实践过

程中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掌握工程的科学、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价

值，帮助学生掌握处理工程伦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主动承担伦理责任，

使其能够自主应对机械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3 使学生理解工程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掌握现代工程的环境伦

理原则，厘清工程共同体、工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国家环境保护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内涵。帮助学生在机械工程活动中树立正确环境价值观。（支撑

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4  让学生了解工程师职业伦理章程，遵守机械工程师的职业伦理

规范，提高学生工程与伦理的综合决策能力，解决机械工程特别是纺织机械工程

实践中的复杂伦理问题，提升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感。（支撑毕业要求 8.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1 
3.3 能够在机械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的影响 

课程目标2 
6.2 懂得机械工程从业者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等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课程目标3 7.1 理解国家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涵 

课程目标4 
8.2 能够在机械行业的工程实践中，特别是纺织机械行业中，理解并

遵守机械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机械工程师的社会责任 

三、课程教学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课程思政元素 

学

时 

教学 

方式 

对应课程 

目标 

1 
工程与伦

理 

工程和伦理的概念，工程实践

中的伦理问题（技术、利益、

是、责任、环境），处理工程伦

理问题的基本原则（人道主义、

社会公正、人与自然和谐发

工程伦理要求工程

师敬业诚信，体现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求：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

2 讲授 2 



展），以及应对工程伦理问题的

基本思路。 

工程呼唤伦理，完

成从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到价值塑造

的全过程教育。 

2 

工程中的

风险、安

全与责任 

了解工程风险的技术、环境及

人为因素，如机械零部件的老

化、控制系统、非线性等因素

导致的风险，掌握防范工程风

险的措施；熟悉工程风险的伦

理评估原则、途径与方法；理

解工程中“伦理责任”的含义、

主体与类型。 

 

2 讲授 2 

3 

工程中的

价值、利

益与公正 

了解和掌握工程伦理中有关

价值、利益分配及公正的基

本概念；掌握工程的科学、

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

境等价值，使学生对工程实

践中的利益分配等公正问题

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比较强

的敏感性，尤其是机械设计

工程师在产品设计中综合考

量价值、利益与公正的关系；

使学生了解有关公正的基本

原则，以及在工程中实现公

正的基本机制和途径。 

 

2 讲授 2 

4 

工程活动

中的环境

伦理 

系统地理解环境伦理的基本思

想和核心问题；能在工程活动

中建立起正确环境价值观和伦

理原则；理解国家环境保护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涵；

培养学生运用环境伦理原则和

规范处理具体工程活动中的环

境伦理问题。 

 

2 讲授 3 

5 
工程师的

职业伦理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工程职业

的地位、性质与作用，并加强

对工程职业伦理章程的认识；

通过电梯吞人事故

等使同学们意识到

工程设计人员在机

2 讲授 4 



明确工程师的首要责任原则；

熟悉机械工程师的伦理规范并

理解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的权

利与责任，掌握应对职业行为

中伦理冲突的方法。 

械工程伦理中所起

的关键作用。引导

学生爱岗敬业，以

工匠精神和良好的

职业素养迎接工作

中的挑战。 

6 

纺织机械

领域的伦

理问题 

使学生对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

题有整体性的认识；了解智能

机器人的技术、道德以及人权

伦理问题、生命安全问题和隐

私问题；熟悉机械工程师的职

业伦理要求。 

掌握纺织机械工业生产线到月

台无人装卸车技术、纺织行业

自动化搬运技术的特点及涉及

的技术伦理、安全伦理、环境

伦理及经济伦理等问题；分析

纺织机械工程活动中出现的各

种伦理冲突并正确应对。 

 

4 讲授 4 

7 

机械产品

设计过程

的风险因

素识别 

掌握在机械工程领域进行产品

设计存在的风险因素，案例如：

电梯的可靠性，动车的制动能

力，液压缸的承压能力等，了

解风险造成后果可能来自于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

及环境等多方面。学会综合运

用工程伦理知识解决各种复杂

伦理问题。 

通过温州动车事

件，挑战者号航天

事故等案例分析事

件产生的技术伦理

冲突，发挥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锤

炼工匠技能。 

2 讲授 1 

 

四、教学基本要求、方法及课程思政设计 

1．教学基本要求 

培养学生理解工程伦理相关概念和理论，能够辨识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掌握解决伦理问题时应遵循的依据及其优先次序，自觉承担伦理责任，使同学能



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中提高工程伦理意识，依据伦理准则规范

自身行为，运用工程伦理规范解决工程中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 

2．教学方法 

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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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导入式教学、专题讨论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同时可结合

MOOC、专家讲座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主要有： 

（1）案例导入式教学 

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讲授的重点、难点，通过案例导入的形式

引出工程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分析具体案例中所涉及的工程伦理学问题，使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刻、扎实。在案例引入策略中，可运用对比的方

式将优秀的工程伦理事件和违反工程伦理的事件进行讨论，比如美国挑战者号航

天飞机事故（在机械产品设计中违反工程伦理准则）和花旗银行大厦的补救措施

（在发现建筑工程问题后遵守工程伦理准则）等。 

（2）启发、提问式教学法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启发、提问式教学法。通过导入案例，先让学生自主思

考案例中反应的工程伦理问题，在和课本中的伦理问题进行对比。比如 2008 年

奶制品污染事件中，除了课本中所提出的伦理问题外，有没有其他的伦理问题？

可以让学生自主去查询奶业标准的指定单位和相关文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挖掘事情本质的洞察力。 

（3）线上学习 

利用 MOOC 线上资源《工程伦理学》教学视频，进行拓展内容的学习。 

3. 课程思政设计 

工程伦理对工程师职业素养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 

工程伦理要求工程师具有敬业诚信的职业伦理素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工程呼唤伦理，完成从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到价值塑造的全过程教育。 

工程师在产品设计全周期的责任、义务与工匠精神、家国情怀 

通过电梯吞人事故、温州动车事故等使同学们意识到工程风险的来源，其中

技术风险需要工程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初便考虑充分。引导学生爱岗敬业，以工匠

精神、工匠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迎接工作中的挑战。培养学生责任意识、担当

意识、使命意识、创新意识，以及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并转化为忠于祖国、献

身社会、完善自我的责任行为，为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 



五、考核方式 

1.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评定 

课程整体评定成绩由平时考核、和期末大论文组成，具体如下： 

平时考核：30 分。主要考察学生课堂回答问题及参与讨论学习情况。 

期末大论文：70 分。主要考核学生在具体的工程实践案例中，对于可能出

现的工程伦理问题能够识别，并为解决相应的工程伦理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 

考核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方式及对应成绩（分） 

 分配成绩总分（分） 

平时考核 
期末 

大论文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3 10 28 38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6.2 10 28 38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7.1 5 7 12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8.2 5 7 12 

合计 30 70 100 

 

2．考核与评价标准 

平时考核成绩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得分比例） 

0.9-1.0 0.75-0.89 0.6-0.74 <0.6 

平时

考核 

课程目

标1（10

分） 

具有较高的学习

热情，上课认真听

讲，积极参与课堂

互动，能够主动在

机械产品设计中

具有风险因素识

别，熟练应用工程

伦理准则，解决工

程伦理矛盾。 

上课认真听讲，

课堂互动较积

极。 

理解在机械产

品设计中具有

一定的风险因

素识别，能够应

用的大部分工

程伦理准则，解

决工程伦理矛

盾。 

上课能够听讲，

能参与一定的课

堂互动。 

了解在机械产品

设计中有风险因

素，应用的小部

分工程伦理准

则，解决工程伦

理矛盾。 

学习热情较差，不

积极参与课堂互

动。 

不能明晰在机械

产品设计中风险

的存在，不能应用

工程伦理准则，解

决工程伦理矛盾。 

课程目

标2（10

分） 

具有较高的学习

热情，积极参与课

堂互动，掌握各种

工程伦理基本概

上课认真听讲，

课堂互动较积

极。理解大部分

工程伦理基本

能参与一定的课

堂互动。了解部

分工程伦理基本

概念和准则，理

学习热情较差，不

积极参与课堂互

动。不清楚各种工

程伦理基本概念



 

课程期末大作业考核内容分数分配 

对应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大作业分配

分数 

课程目标 1 

工程伦理决策方法，应对工程伦理矛盾的主要原则，对机械

产品设计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因素能够主动辨识并正确

应对。 

40 

课程目标 2 
工程伦理的基本概念及准则，工程伦理的基本思路，机械产

品设计的伦理规范。 
40 

课程目标 3 
环境伦理的基本思想和核心问题，机械工程及工程师的环境

伦理规范，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涵。 
10 

课程目标 4 
机械工程师的权力和责任，遵守机械工程师的职业伦理规

范，应对伦理冲突。 
10 

 

 

念和准则，熟练掌

握工程设计尤其

是机械产品设计

的伦理规范。能够

依据伦理规范主

动承担伦理责任。 

概念和准则，掌

握工程设计尤

其是机械产品

设计的伦理规

范。能够依据伦

理规范承担伦

理责任。 

解工程设计尤其

是机械产品设计

的伦理规范。能

够依据伦理规范

承担部分伦理责

任。 

和准则，不能掌握

工程设计尤其是

机械产品设计的

伦理规范。不能够

依据伦理规范主

动承担伦理责任。 

课程目

标3（5

分） 

具有较高的学习

热情，积极参与课

堂互动，掌握机械

工程中的环境伦

理准则及其重要

性，熟悉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政策要

求。 

上课认真听讲，

课堂互动较积

极。理解机械工

程中的环境伦

理准则及其重

要性，熟悉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政策要求。 

能参与一定的课

堂互动。了解机

械工程中的环境

伦理准则及其重

要性，熟悉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部

分政策要求。 

 

学习热情较差，不

积极参与课堂互

动。不了解机械工

程中的环境伦理

准则及其重要性，

不熟悉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政策要

求。 

课程目

标4（5

分） 

具有较高的学习

热情，积极参与课

堂互动，能够理解

并主动遵守机械

工程师的职业伦

理规范，自觉履行

机械工程师的社

会责任。 

上课认真听讲，

课堂互动较积

极。能够理解并

遵守机械工程

师的职业道德

和规范，可以履

行机械工程师

的社会责任。 

能参与一定的课

堂互动。了解机

械工程师的职业

道德和规范，可

以履行机械工程

师的部分社会责

任。 

不了解机械工程

师的职业道德和

规范，不能够履行

机械工程师的社

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