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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结构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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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加强德育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新时代对我国教育提出的一项迫切要求。在此形势下，各高校加强了课

程思政建设，旨在通过专业课与思政课的有机融合，促进学生知识、技能和素养协同发展。《结构力学》作为土木工

程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政元素。对此，本文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为指导，主要针对本科院校

《结构力学》课程思政教学展开了相关分析与研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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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talent"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n this situation, various universiti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nowledge, skills, and literacy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s a core course in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al Mechanics contains extremely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is regard,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this article mainly conducts relevant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Structural Mechanics" in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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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等教育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和关键环节，对于“初心三问”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1]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力学》课程的知识体系逻辑性和连贯性较强，从结构的组成和受力分

析，到常见结构内力和位移的计算，再到结构的稳定性和动力响应分析，每个环节之间的联系都极为密切 [2]。不过，这门课程中含有大

量复杂、繁琐、抽象的概念、公式和内容，对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要求较高，学习起来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授课教师有必要探索新

的教学方法和路径，借此来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课程思政教学便是其一，强调通过融入思政元素来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从而助力

学生学习与发展。

一、本科院校《结构力学》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必

要性

（一）基于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有必要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

土木工程专业是理工科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和专业技能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3]。不过，虽然该专业以培养技

术型人才为主，但在专业课程中包含的不仅仅只有专业知识和技

能，还有很多思政方面的内容，比如精益求精、遵规守纪、社会

责任意识、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等 [4]。所以，这就需要教师

在教学中不但要传授给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的专业技能，还

要重视对其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如此才能为国家和社会

输送更多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和良好思想政治觉悟的高素质、高技

能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确保他们可以在未来的国家建设和发展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基于《结构力学》课程教学的特点，有必要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

《结构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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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杆系结构力学分析基础 [5]。不

过，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所教授的内容繁多、复杂，既有高等数

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基础课程做前导，也有结构抗震、钢

结构、桥梁工程等专业课程做后保 [6]。整体来看，这门课程的教

学不仅难度大，而且部分内容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学习起来比

较困难。而教师如果可以筛选出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借助思政教

育引导来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就能够让原本枯燥、乏味的力

学分析学习过程变得更富有生命活力，有利于将学生培养成为

“德艺兼修”的工程师。可见，教师有必要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为

指导来教授《结构力学》这门课程。

（三）基于《结构力学》教学改革的意义，有必要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

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课程与非思政课的教学融合已成为我

国教育改革的一大必然发展趋势 [7]。因此，在《结构力学》课程

教学中，授课教师有必要重视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开展，将思政

知识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对专业知识的讲解当中，促进学生意识、

知识、技能和素质协同发展。这样做，不但可以更好顺应社会时

代的发展要求，还可以有效确保学生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更有

利于切实推进学校立德树人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科院校《结构力学》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

路径

（一）优化课程教学师资团队

传统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师资团队基本都是由专业课教

师组成的，缺少辅导员、思政课教师等的融入。因此，为有效提

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学校应当重新对《结构力学》课程的教学

师资团队进行整合与优化，鼓励专业课教师、辅导员、思政课教

师等一起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通过各教师之间的思维碰撞来

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思政教育内容、教学与考评模式等，从而

更好地保证思政元素能够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全

过程。

（二）深挖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结构力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有很多，需要教师深入挖掘

并融入具体教学，从而实现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例

如，工匠精神。结构工程的设计需要有《结构力学》课程中的理

论和计算方法作为基础支撑，而这个过程最能体现工程师是否具

有工匠精神 [8]。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引入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如：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全长55km，由桥

梁、人工岛和隧道三个部分构成，其建设是技术最为复杂、建设

要求和标准最高、挑战性极强的超级结构工程之一，是5万多名

工程师日夜奋斗、努力坚守14年的劳动成果 [9]。在工程建造过程

中，每个工程师身上所展现的不畏困难、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

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

再如，创新精神。《结构力学》这门课程中会涉及很多工程结

构的几何组成分析，但教材中所呈现的工程结构几何组成规则、

分析途径等相对有限，无法更全面、更深入地向学生展示更多复

杂的结构形式及其分析途径。而且，实际的工程结构也非常复

杂、模型多样。因此，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来说，他们今后在参

加工程建造工作时，只有具备一定的创新精神，才能更好地适应

工作岗位需求。

此外，课程中还有社会责任感、哲学思想等思政元素值得教

师深入挖掘。例如，在《结构力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

引入一些代表性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充分意识到因工程质量低

劣或不达标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借此来加强对他们的社会责

任教育，实现对其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在讲解《结构力学》课

程中“实际工程结构计算简图的选取”时，其中的主次要因素就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这与哲学中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其实是一致的 [10]；还有结构和构件的关系，也与哲学中的整体和

部分的关系是一致的 [11]。

（三）重组课程教学目标与设计

教师在开展具体教学工作时，首要任务就是要立足课程实际

和学生学情，合理制定课程教学目标。传统的《结构力学》课程

教学目标强调学生对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掌握和运用，

如平面平面杆系力学分析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工程结构分析

与计算等 [12]。而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教师需要在传

统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新增与思政有关的教学目标，如培养家

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

念、文化素养等 [13]。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教师切不可将专

业教学目标和思政教学目标分割开来，否则就会陷入“两张皮”

的教学困境。因此，在教学之前，教师还需要提前做好相关教学

设计。

以静定结构中桁架结构的内力计算课程思政教学为例（见图

1）：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前用工程实例作为导入，让学生通过观

看图片、视频了解桁架结构的应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透过案例让学生意识到祖国日新

月异的变化和强大，从而提升其专业自信。其次，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组织学生围绕钢桁架桥工程实例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在教

师的启发和指导下逐渐掌握如何抓住主要矛盾与关键因素、如何

实现理实结合以及如何将复杂的工程结构简化成能手动计算的计

算简图，从而实现对其知识综合运用能力、严谨科学精神等的有

效培养 [14]。之后，在学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时，教师需要重视与

他们的交流与互动，除了桁架结构中杆件内力的计算方法（结点

法和截面法）的理论依据、应用范围、计算步骤与要点、联系与

区别以外，教师还要注意引导学生对其他方法进行对比和分析，

使其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从而实现对学生问题分析与解决能

力的培养 [15]。最后，教师要辅导学生进行课后动手实践，让他们

通过制作模型来体会桁架结构的几何组成、连接方式及其受力后

的变形情况等，从而帮助他们进一步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其中，实践的形式应当是丰富多样的。以组合梁教学为例，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与课程教学有关的科研项目（如图

2），丰富课程实践形式，要求学生小组为单位提炼项目中所涉及

到的结构力学问题，并合作完成项目任务，从而实现科研与教学

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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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 教学设计

 > 图2学生参与组合梁静载试验

（四）创新课程教学考评方式

传统的课程教学往往更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考核与评价，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期末考试成绩、日常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等，有时也会增加一些对学生专业实操技能的考评，但

与思政教育考评的内容较少。因此，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指导

下，教师有必要在传统课程教学考评的基础上增加思政方面的考

核与评价，比如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通过案例分析了解学生的

思想道德意识、责任意识等；在期末考试中增设开放性题目，了

解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应用情况及其思政意识等。这样一

来，教师就可以实现对学生知识、技能和价值的三重考评。

三、结语

总之，《结构力学》课程中蕴含了大量的思政元素，将专业教

学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可以有效提升课程育人效果，有利于促进

学生“德”“技”协同发展。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通过优化课程

教学师资团队、深挖课程中的思政元素、重组课程教学目标与设

计、创新课程教学考评方式等途径来完成课程思政教学任务，从

而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与学校立德树人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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