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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工程活动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工程活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

行。在现今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中，在注重大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培养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工程伦理的

教育。但目前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处于萌芽阶段，工程伦理教育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中没有全面推开。

针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不足，文中分析了我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现状，探讨了对工科大学生开展工

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改进措施。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 ty,  engineer ing ac tiv it i 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  the  engineering ac tiv it i es  are driving human society  progress.  In  advanced engineer ing educ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pay att ention to the cultiva tion of  profess ional theoreti ca l knowledge of  coll e ge students  

while should pay at tention to  the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of coll ege students.  However,  at  present  in  

China engineer ing ethics educat ion is  st i l l  in  i ts infancy, and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has  not  been 

ful ly  promoted in  China’s  h igher engineer ing educat ion.  In  the  ar ti cle ,  f ac ing the phenomenon of  

insuffi cient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ethics in China,  the st atus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 it i es is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engineer ing ethics education for engineering s tudent s i s discus sed  

and the  improvement ac tions in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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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伦理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术的应用伦理。进入 21 世纪以来，

各类工程项目全面铺开，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现代工程和以往的工

程有所不同，从设计阶段到施工环节以至于后来的管理和维护过程均和社会各方面息息相

关，其间有可能涉及到人文、法律、生态系统等领域的相关问题。这就对工程师的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工程师掌握大量专业技术知识，去攻克技术难题，更需要工程

师具备协调好工程项目与社会各方面的能力，去出色地完成工程项目。只有工程师具备较

强的工程伦理道德素养才能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工程项目进行全方面的准确判断和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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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科大学生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一）对于工科大学生进行工程伦理教育是目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今社会的工程活

动早已突破了以往工程活动中存在的种种局限性，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它不仅涉

及到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同时在工程决策、实施和运行管理中也会不可

避免地涉及到政治、文化、法律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现代工程是为人类服务的，而

在工程建造中工程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现代社会的工程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专业

理论知识，更要具备专业的工程伦理素养，才能建设出好的工程。然而，对工科大学生在

其还没进入社会时进行全面工程伦理素质培养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一旦其进入社会

后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交往等原因制约，在面对工程问题的时候往往就较难

协调过来。工科大学生作为未来工程师的储备军，更应该重视其在大学期间的工程伦理教

育。但现今我国高校往往过于重视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学生工程伦理素养的

提升，以至于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意识淡薄，对于工程建设中所产生的很多社会和环境等

问题不能从伦理道德层面去考虑。因此，提高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素养对促进高等工程教

育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人类的工程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在提高工科类大学生工程伦理素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并不是某种单独的因素起着作用，而是由多种因素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

结果，伦理道德素质则是众多因素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社会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一种

多元化的格局，对当代大学生在工程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品质和伦理行为方面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在进步，

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也应该与时俱进，只有不断更新教学体系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顺应时

代的发展，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于工科类大学生来说，工程伦理教育则是一种

非常必要的方法和过程。工程伦理教育会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在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中

渗透进工程伦理教育。所以大学生在毕业后在工程实践活动中从工程设计到实施到评估和

验收各个环节中，能够自觉地接受工程伦理规范和标准的制约，因而专业素养不是唯一的

评定标准，社会责任感和工程伦理素质也成为了衡量标准。这种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工

程伦理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有着生动说服力，能达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也更容易

达成大学生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信仰的建立。所以，强化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

性，是造就未来高素质人才不可少的途径，是对工科类大学生伦理道德素质提升的必要环

节。  

（三）深入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条件。工程实践活动在伦理规

范之内直接影响着工程质量及其各方面利益。“豆腐渣”工程、厄尔尼诺等现象的发生在

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工程实践的社会评价，正是因为人类没有深刻意识到工程伦理规范的重

要性，工程界没有完善的伦理规范，以致工程活动的实践者在工程建设中一味追求利益导

致了相应的事故。因此，只有在我国加强工程伦理规范建设，并将工程伦理规范教育模式

渗透到大学生的专业教育当中，才能使理工科院校工程专业可持续发展下去。  

 

二、  国内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现状  

 

（一）工程伦理教育机制和政策的缺失。工程伦理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受到高度

重视，尤其是对在校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素质的培养非常注重。一些国家专门开设了工程

伦理课程，甚至工程专业都有相应的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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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工程伦理教育起步相对较晚，

工程伦理教育也正处于萌芽阶段，目前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不完整，缺乏相

应的教育大纲、规范标准和教材；缺乏从事工程伦理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才，从而导致工

程伦理教育实践经验严重不足。  



（二）高校工程伦理教育忽视工程问题的跨学科性，缺乏整体思维训练。在跨学科问

题上，必须坚持系统相协调性，必须将工程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与其他系统相融合。因此，

要求现代化社会工程活动的结构和功能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和生态环境相

统筹，不能只满足某一方面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现代的工程活动不同于过去一

般意义的工程活动，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技能。诸如三峡大坝工程、登月工程等等

都涉及众多学科知识体系的融合，也包括伦理问题在其中的运用。但是，在我国高等工程

教育进程中，人文和生态方面的教育往往被人忽视，注意力长期集中在科学和技术方面，

使得工科大学生综合素质难以全面发展。与此同时，高校教育采用的是以学科为基础的分

门别类的教学方式，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因而学生接受的教育比较片面。理工科

大学生普遍缺乏整体性思维，源于各学科知识体系之间彼此不相关联，很少从整体上思考

和分析问题，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工程实践能力、综合的知识背景、较好的职业道德及社

会责任感。所以，对于跨学科问题认识上，我国工科类大学生是难以准确处理工程伦理方

面的问题。  

（三）教学方法及内容陈旧，缺乏新意。在我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方面，授课老师只

注重学科专业知识的传授，存在类似于“教书不育人”的现象。对于工科大学生在工程实

践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规范教育并没有完全贯彻，没有从学生时代培养其树立良好的

伦理道德观念。高等工程教育的模式较为单一，大多采用教师灌输式教学的传统形式。这

种传统教学模式极不利于学生主动学习，缺乏引导式、启发式、案例法等学生易于接受的

教学方法，缺少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主要体现在没有将工程伦理和工程实践活动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真实案例去模拟工程伦理的决策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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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现代大学生良好的工程

伦理意识、道德观和价值观，不能单纯传授理论知识，而要将工程实践中所具备的伦理道

德素养、伦理规范和专业理论知识相融合去传授给学生。  

 

三、  工程伦理教育的改进措施  

 

（一）国家出台工程伦理教育政策，定制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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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形势严

峻，社会对于工程伦理教育褒贬不一。当务之急是国家要对工程伦理的教育要给予较高的

重视度。第一，国家可下发强制性文件，明确各高校工科专业必须开展工程伦理课程，将

工程伦理教育作为必修课，并要求将工程伦理素养作为学生毕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可参照“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制定，让工程伦理教育在国内各大高校中引起重视，

深入培养学生工程伦理意识。第二，国家可下发文件规定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接受由国家组

织的工程伦理资格考试从而获得工程伦理从业资格证书，工程相关企业招聘员工时需要求

应聘者具备工程伦理从业资格证书并将工程伦理纳入评定企业资质的考核之中。下发文件

强调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大力支持各高校的改革，提供有效的帮助，创立校企合作培养人

才的新机制。第三，国家可下发文件加强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监管。

工程伦理作为工科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政府教育部门不能在重视专业理论

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工程伦理教育，需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制定详细的工程伦理教育方

案、课程体系、考试大纲，为工程伦理教育建立长效的教育机制和考核标准。  

（二）高校加大对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培养力度。第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对工科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不应该简单由专业教师讲授，还应引进专项人才加强教育，

将跨学科教育推进，使学生在未来工程建设中，尽可能的降低工程对人类、工程对社会的

负面影响。第二，高校响应国家教育部门要求，制定完善的工程伦理培养方案，如开设工

程伦理必修课、将工程伦理作为本科毕业指标等。使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工程伦理素养共同

发展。第三，教育方法的改革。老师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入案例环节，开展情景模

拟，引导学生对相关伦理问题的自主思考，通过实践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
[ 4 ]

。



第四，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加大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宣传，积极开展工程伦理的讲座，鼓励

学生多关注课堂以外的工程伦理实例，支持学生创办工程伦理社团，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

生的伦理素养。  

（三）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工程伦理相关政策。企业在工程领域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相

关工程伦理制度，加强企业在工程技术人员工程伦理素养的管理力度，例如定期开展工程

伦理专题教育培训工作，时刻警醒企业员工在处理相关事务时，能自觉以工程伦理思维方

式来解决问题。社会企业也应该与高校开展教育合作，提倡绿色建设，启用绿色理论，培

养新时代工程师的储备军。  

 

四、  结论  

 

目前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已经在有序的开展和实施，虽然还处于工程伦理教育的初级

和萌芽阶段，但在借鉴国外工程伦理经验和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践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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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工程伦

理教育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是有助于我国工程实践活动向着合理和有序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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