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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一）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使教学内容有广度

基于结构力学课程的知识特点，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为指引方向，深入并细致挖掘结构力学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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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科技报国、

交通强国以及专业认同与自信等思政元素 [7]，然后将这些思政元

素有机融入专业知识中，增加教学内容的广度 [8]。如以肯尼亚蒙

内铁路建设为课程思政切入点，讲解铁路桥的受力特征，讲述工

程建设在设计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引言

2018年10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着力推动高校全面加强

“课程思政”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素质能力要求，科学合理设计思政教育内容，这成为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的一个风向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工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 [1]。对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对毕业生提出的

毕业要求 [2]，学生在“工程与社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等方面的素质能力培养不仅能通过思政课程来达成，还可通过专

业课程思政教育来实现 [3]。《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及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对工科专

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结构力学》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学科基础必修课，也是土木工程领域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基础课程，课程注重基

于工程问题，服务工程实践 [4]。在《结构力学》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能够让学生在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的过程中不断增

强创新思维、工程伦理、工匠精神以及家国情怀 [5]，对于学生价值观树立，职业素养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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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激发学生交通强国的行业自豪感与专业认同感，激励学

生勇于承担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达到专业知识课程思政育人的

目的。

在绪论中，在课堂上引入“碧桂园上海项目坍塌事故”，介

绍事故基本情况和发生经过、应急救援情况和现场勘查情况、事

故发生原因和性质、坍塌事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对有关责任人

员和单位的处理等。结合事故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领，教育学生

在工程实践中要严守法律，将人民的“住、行”问题牢系心间。

通过案例分析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提高思想政治

素养。

在单跨静定梁知识模块中，以高铁桥梁为工程案例展开受力

分析，引出我国高铁建设的发展史，讲述我国建设者如何攻坚克

难、突破一道道世界性难题，最终建成了世界里程最大的高铁网

络。以此为切入点培养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拼搏态度，激

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鼓励学生以交通强国为己任，

为“一带一路”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在平面桁架的知识模块中，以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体育

馆发生屋顶坍塌事故为工程案例进行讲授，在此过程中引入工程

伦理、职业规范意识、职业道德和法治意识，教育学生以保障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做尽职尽责的大国工匠。

在讲授温度引起位移的知识模块中，讲述高铁之所以乘坐舒

适原因之一就是钢轨很好的克服了热胀冷缩，然后引出“高铁钢

轨是怎样解决热胀冷缩”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分组讨论，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追求卓越、科技强国的意识。

在悬索计算知识模块中，通过虎门大桥的建设历程中讲述悬

索桥的发展史。虎门大桥是我国自主建设大跨径悬索桥的开始，

虎门大桥连接起了广州和东莞两地，不仅使两地的交通距离大大

缩短，还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是一项盖世之

作，建桥过程中包含了很多的艰辛。通过思政元素的挖掘，激励

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培养学生科技强国、交通强国

的意识，强调团队协作、奉献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

性，培育学生迎难而上、舍家为国的家国情怀。

基于结构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全方位多角度建立

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资源库包括人物资源、工程资源、企业资

源以及职业规范资源等内容，所建立的资源库中蕴含多种工学专

业课程所要求的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建设朝着系统

化方向发展。

（二）突出课程思政目标，使教学方法有深度

只有在正确价值目标的指引下，知识和能力目标才能有积

极意义 [9]。在结构力学课程教学活动中积极引进课程思政元素可

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兴趣。

通过在教学内容中合理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可以达到润物无声的教

学效果。利用工程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深度。在工程案例中加入隐形的人文关怀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逐渐

正确树立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培养学生的时代责任与使命

担当。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的工程案例需要课前精心准备，既要

具备知识目标，还要蕴含家国情怀、工程伦理和交通强国等思政

要素。如在讲解拱结构的教学过程中，引入赵州桥的案例，除了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桥梁的受力特征外，还要讲解赵州桥历经千年

屹立不倒的原因，以及它的修建历史，在这过程中引导性地引入

思政元素，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然后以此为契机提出“材料

对结构形式的影响”，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

除课堂教学外，还需积极引入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可以促进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巩固课堂知识

水平，达到“动手、动口、动脑”的目的。比如在桁架的教学

中，布置搭建“桁架模型”的小组作业，通过模型搭建、受力计

算、口头答辩等环节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动手能力和团

队协作精神。

（三）融入课程思政故事，使教学过程有温度

《结构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课程

内容具有概念抽象、理论性强等特点，因此需要在教材教学内容

的基础上补充知识模块的发展史，并进行课程延伸，从不同的角

度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合

现有的教材中缺少充满故事性的结构发展史，因此教师需在

课前充分准备相关的故事，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比如

在影响线知识模块中，通过讲述一个个桥梁的建设故事，激励学

生不畏艰险、勇创一流的精神。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桥梁界的“珠

穆朗玛峰”，在课程中通过展现其超大的建筑规模、空前的施工

难度以及顶尖的建造技术，彰显我国“基建狂魔”的实力以及屡

破世界级难题的智慧和勇气。介绍位于贵州和云南之间的北盘江

大桥（世界上最高的桥 —— 其桥面到谷底的距离为564米，相当

于200层楼高），讲述大批中国工程师响应国家号召，“遇山修隧、

遇水搭桥”的精神，激发学生得到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不畏艰险的

民族意志。

课程延伸内容需要与教材知识紧密相关，比如在“合理拱轴

线”的教学内容中引入“逆吊法”。教材中“合理拱轴线”的教学

内容为通过计算的方法确定拱轴线的数学公式，而逆吊法则是通

过实验的方法确定轴线的位置。然后向学生介绍使用逆吊法确定

拱轴线的工程案例 —— 巴塞罗那大教堂。在此过程中不断引入思

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开拓意识与迎难而上

的精神。

（四）注重课程思政效果，完善教学评价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课程思政只出现在教学过程中，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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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评价中体现，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效果难以定量评价。因

此亟须改善传统的教学评价模式，建立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相适应的结构力学多元化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培养能够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工程人才为目标，

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及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的

毕业要求表述等为指导，构建了《结构力学》课程思政育人评价

体系，共包含九个维度，即：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专业使命、

职业规范，社会责任、个人品格、学习能力、创新意识、艺体素

质。在具体教学评价过程中，基于评价体系形成学生思想政治素

质自我评估量表，在小组模型制作、理论模型计算、结构形式汇

报、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等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对照反思，

形成学生课程学习的形成性评价材料，从而使教师获得一手资料

以反馈教学过程，也便于学生了解各项素质要求，进行自我检

测，引导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自身素质。

通过一系列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实践能力方面得以提升，并极大地提升了学

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行业自豪感。经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也全

面了解了土木工程的工作性质，将工程伦理、家国情怀、交通强

国以及工匠精神等深植于意识之中。

二、合理拱轴线知识单元的课程思政教学示例

（一）线上课前导学

教师通过“雨课堂”发布预习任务，交代教材预习范围，同

时附上相关课程教学视频。接下来教师发布测试，包括“拱的定

义”“拱的受力方式”“梁与拱的区别”“受力合理的拱是什么形状”

等。学生通过学习群分小组在学习群内回答，然后让各小组间相

互问答、相互补充。

学生通过课前的自主学习可以增加对“拱”的认识，提高课

堂的学习效率，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和团队协作探

究的能力。

（二）课中专业知识思政教学

课堂中教师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开始课程教学。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需要在不同阶段将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知识

中，具体如图2示。

>图2  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三）课后巩固拓展

教师通过课堂发布课后作业，引导学生回顾课堂知识，达到

巩固知识的目的。其中一项作业为学生利用竹条分组搭建拱桥，

学生通过动手搭建、支反力计算、述答辩、组间质疑等环节达到

“动手、动口、动脑”的教学目的。此外，教师通过学习群发布前

沿资料，通过分享与讨论的方式加深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印象。

通过创新的思政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理论联系实

际的能力。

三、结束语

通过系统性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与评价，

探索了结构力学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与方法，践行四位一体

育人模式。将工程伦理、家国情怀、交通强国等课程思政元素融

入结构力学课程中，实现知识教授与价值引领在课堂上的有机统

一。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整体课程学习满意度较高，学生更

加愿意将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社会发展建立连接，专业认同度和

自豪感得以增强，但仍存在教育元素重复化、实践环节的思政育

人功能挖掘不足等问题，需要在后续课程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深化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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