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42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一、土木类专业课思政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1.国外对思政课教育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国外各类文献的搜索查阅，国外大多数国家对思政课

教育建设较少，甚至没有思政课教育这一说法，但是大多数国家

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并且，大多数国家更倾向于使用隐性课程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利用渗透的方式，来引

导学生的思想，让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

2.政府提出关于建设思政课的相关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

质量，教育部于2020年5月28日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1]。

3.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国内对于思政课相关的研究从2016年才慢慢变多，在之前的

时间里，对此研究缺乏数据进行论证，之后的时间里由于时间太

短，教学方法依旧是按照老套的方法加之改变，缺乏创新。尤其

是土木类思政课教育，教学方式单一，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

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与趣味性。这种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

性，是教学质量大大折扣 [2]。

4.实践环节思政元素不足

土木专业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劳动实践性。但是在国内高校

对土木类课程的实践环节，缺乏思政元素，只是一味的关注技术

操作和工程问题的解决，而对工程伦理、环境保护等思政内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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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思政课教学缺乏整体规划

国内高校土木类思政课程缺乏优质思政课教学模范，而且对

于土木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不多，思政课程建设不完善。土

木类思政教学的教材也是滞后，个别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

对课程专业知识的教学，对思政元素的引入较少，有的老师并无

实践经历，无法根据实践来讲述相关知识，更无法穿插对思政元

素知识的讲解 [3]。

二、土木类思政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

课程思政建设体系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线路，体

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人文情怀，思政课

教学要体现丰富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内涵，承载着中国先辈精神、

红色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土木类思政课教育体系的建

立，加强党对土木类思政课教学的引领 [4]。

1.通识教育课

坚定学生爱国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

长知识见识、培养其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进而提升学

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价值观念、人文素养、法治意识、安全意

识、探索认知能力。

2.专业基础教育课

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真理、追求理想目标、永攀科学高峰的责

任感和自豪感，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思维训练以及科学伦理教育，

不断发掘专业基础课的思政情节，讲课同时穿插思政元素 [5]。



2025.1 | 143

3.专业核心课和多元化培养课

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注重培养学生的

大国工匠精神，同时进行工程伦理教育。在专业课的讲解上同时

配有思政元素的情节，实现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频共振，实

现多元化培养的目的 [6]。

4.实践类教学课

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弘扬劳动

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运用案例教学、项目驱动教学

等方式，引领学生通过分析项目设计、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

安全管理问题进行思考，探讨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围绕地质灾

害防治问题展开讨论，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团队责任感。

三、土木类专业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与教学融入

在案例库的建设方面，首先需要深入挖掘土木类专业课程中

的思政元素。在前述科学设计的土木类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基础

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从土木工程的历

史发展中，找出可以展现我国古代土木工程的伟大成就，广泛收

集并整理涉及到思政元素的情节，构建英雄模范故事，伟大工程

纪录片等，以此来作为案例库建设的基础 [7]。

然后，要精选具有代表性、启发性和对课程教学内容具有针

对性的案例，引领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工程的思政内涵、工程精

神，增长知识才干，在学习工程案例的过程中感受工程前辈的大

无畏精神，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以及“带裂缝”工作的精神。其

中的课程案例必须要具有真实性、启发性，符合可持续发展理

念、安全理念，适当加入趣味情节，增加案例的趣味性以及感 

染力 [8]。

再者，在案例教学中还要时刻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在案例课

程教学中要体现土木工程实际的精益求精、实事求是以及工程人

的吃苦耐劳精神，教学融入法治观念，体现我国是一个法治大

国，融入遵纪守法、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工程理念。通过案例库的

筛选与应用教学，充分展现出我国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励学生志

以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

四、土木类专业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与能力提升

策略

国内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老师缺乏相应的工程实践经验，对

待学生的教育，大多都是“纸上谈兵”的模式，只注重理论教

学，无法根据实际工程经验来对相应的专业知识进行讲解，更无

法加入思政元素，不能因材施教，缺乏对学生教学的针对性，缺

乏思政教学意识。土木专业教师应学会在专业教材里面寻找与思

政元素有关联的内容，加以拓展，利用案例库中的案例进行分

析，体现出教学演化思政内容的情节 [9]。通过网络的现代化，利

用相关教学平台，线上与学生进行互动，避免教学过程中出现的

低级事故，完成课程思政网络教学案例库（平台），完善思政元

素知识框架，利用网络平台超星泛雅平台构建“土木类专业思政

教学资源网”，并完成思政教学元素与人才培养能力目标、课程

知识目标关系矩阵的对应关系。建设有效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示

范课程，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教学有意识与能力，打造思政课

教学的教师形象，积极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学建设工作 [10]。

五、土木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运行

机制

以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主线，围绕政治信仰、家国情怀、

法治意识等重点优化土木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制，建立多元考评

方式以及约束性制度的构建，检验思政教育成果。考量专业课教

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是否明确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

结合，以此来进行教学目标评价。审查教学内容中是否恰当融入

思政元素，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针对性，能否正确引领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目标，以此来进行教学内容评价。检验教

师的教学方法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通过超星泛雅平台，

以线上答题的方式检验学生对于融入思政元素的专业课的认知以

及理解，此结果来评价教学方法以及学习效果 [11]。

六、结束语

完善教学监督机制，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培训小组以及监

督小组，各小组之间合作交流，促进专业课教师于思政课教师的

合作，共同努力，完善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的体制，激发教

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教师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最终达

到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道德观念，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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