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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教学路径探索
孙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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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教育改革深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

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课程思政作为当前时兴的教育模

式，能够极大丰富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拓宽育人路径，对学生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鉴于此，本

文将针对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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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teaching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introduce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better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As a current popular educational 

model,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n greatly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professional courses, broaden the educational path, and play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r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by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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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概述

现阶段，课程思政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它

更倾向于针对高等教育展开革新与优化，从而实现对传统教学模

式的有效突破。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重视对教学内容的发

掘和探索，寻找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和专业课程内

容结合，这样能够实现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通过将课程思

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形成更高水平的思政素养、道德品质，这对他们的未

来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在开展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

时，教师应重视对立德树人理念的引入，将思政教育融入绿色建

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鼓励全体师生参与其中，这样才

能促使学生获得更长远发展。在立德树人理念的引导下，教师应

尝试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中，这也是展

开教学工作的重要背景和基础，能够促使学生成长为更全面的

人才。

二、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意义

（一）有利于突出思政育人效果

通过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让

教师更好地探寻专业课程教学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这些对于提升

思政育人工作效果意义重大。通常来说，思政教育难以单独存

在，教师应尝试将其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融合，这

样才能为思政教育提供助力，使其在教学中发挥更大价值。[2]受到传

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很多教师在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

业课程教学中时，常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知识上，忽视了对学

生道德品质的培养，这样会导致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绿色建筑

材料专业知识，但是他们的思政水平并没有得到提升，这对他们

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通过开展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

课程的教学，能够打造一个更为优质的教学环境，提升绿色建筑

材料专业教学效果，突出其思政育人功能。

（二）有利于体现立德树人目标

在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时，教师

应重视对立德树人理念的引入，而后方可以此为基础，对之后绿

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展开更全面优化。通过将课程思政

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融合，能够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

的同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素养，从而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符

合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3]绿色建筑材料专业教学中，课程思政的

融入要从多个维度入手，这不仅包括绿色建筑材料专业知识、技

能，还需要包括一定的道德素质教育、品质培养，这样才能为之

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教学工作效果提升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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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筑材料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可以更自然地将立德树人的教育

思想融入到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政的各个层面，凸显绿色建

筑材料专业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从而更有效地

帮助教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4]

（三）有利于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当前，很多学生对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知识掌握并不

理想，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很少有学生掌

握了较高水平的知识探索习惯，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为此，教师应尝试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教学中，减

少应试教育思维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转变他们以学习成绩为目标

的学习观念，从而使其打造一个更为完善、科学的绿色建筑材料

专业知识体系。[5]此外，鉴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知识本身具有一定

的复杂性，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培养良好的态度和意识，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通过实施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可以

无形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帮助他们明确未来

的发展方向，促进其全面成长。[6]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

业课程教学，可以使当前的教学活动更加完善。教师应结合思政

教育的目标，对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教学进行优化设计，深

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帮助学生塑造更优秀的品质，使他们

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高素质人才。

三、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的明确性不足

在将课程思政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结合时，一

些教师并没有树立一个明确的教学目标，这样会对之后教学工作

的开展产生很大影响。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作为引导，导致很多

教师在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时候，通常会出

现过于强调理论知识、相关概念的情况，忽视了对思政元素的引

入，这样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发展产生不利影响。[7]同时，由于

缺乏一个较为清晰的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导致

教师很难对教学工作的效果产生评价，这样不仅阻碍了他们对学

生思想问题的鉴别，也无法通过量化手段准确判断课程思政与绿

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效。目标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课程思政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实际效

果，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二）育人模式的多样性不足

在推进课程思政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

中，部分教师采用的育人模式较为单一，这将对其后续教学活动

造成显著的障碍。同时，很少有教师能够对现有的绿色建筑材料

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模式进行创新与优化，难以引入新的教学辅助

手段，对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拓展也不足，这影响

了学生参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政知识探索的兴趣和主动

性，进而影响了思政元素在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中的渗透效

果。[8]此外，单一的教学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抗

拒、抵触、厌倦等负面情绪，不利于提升和促进他们对绿色建筑

材料专业课程思政学习的主动性，这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构成了显

著的障碍。

（三）评价体系的完善性不足

在尝试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中时，教

师应重视对评价工作的完善与优化，以此保证绿色建筑材料专业

教学效果。当时，当前很多教师在开展评价工作时，通常会将考

试成绩当成唯一的评价标准，对于学生的道德素养等关注不足，

这样的评价体系并不全面，不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9]同

时，单一的评价体系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不

相契合，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思政元素在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

程中的渗透效果，甚至对教师后续开展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

政教育工作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不完善的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了高校生对自身学习情况的判断，不利于他们发现自身学

习的不足，这对他们后续深入学习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知识构

成了显著的障碍。

四、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策略

（一）优化教学目标，促进师资发展

在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工作时，教师

应树立一个较为明确的教学目标，这样才能为之后教学工作的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

学改革中，能够大幅提升教学效果，让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得

到进一步发展。[10]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应结合课程内容与课程思

政的教育目标，设定具体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并以此为依据，深

入挖掘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中潜在的思政元素，以增强教学效

果。同时，学校应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鼓励教师在掌握课程知

识的同时，深入分析与探索其中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与绿色

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的融合打下坚实基础。[11]此外，在绿色建

筑材料专业课程中探索思政元素时，必须确保思政元素与课程教

学内容的紧密契合，避免机械套用，确保思政元素与课程教学内

容的有机融合。

（二）拓展教育内容，优化教学流程

在将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中时，教师应

重视对教学内容的拓展与优化，为学生提供更丰富、多样的知识

内容，这样能够对完善他们的绿色建筑材料专业知识体系意义重

大。[12]此外，教师还应改革与优化教学流程，为学生提供多样化

的学习路径，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全面、长远的发

展。在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学改革实践中，教师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深化教学情境的构建，持续增强

教学情境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体验感。

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他们在掌握绿色建筑材料专业

课程知识的同时，深刻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从而提

高教学效果。[13]在音频和视频的辅助下，学生能够更快地融入学

习情境，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情感体验，还增强了学习兴趣，并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元素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他

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打下坚实基础，实现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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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

（三）革新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体系

为提升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效果，

教师应做好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优化，这样能为之后的教学工作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通过革新教学方法，教师能够将更多优秀的网

络资源引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教学课堂，学生也可以针对一些真

实案例展开思考与分析，这样能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深化他们

对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深度。[14]此外，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还能让教师将更多资源、教学路径引入课堂，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率。在进行课程思政与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时，教师应重视对各种优质教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充分结合新时

代教学工作的特点，探索出更为丰富的育人路径。

例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引入多媒体技术、微课、小

组合作等教学方式，从视听效果和师生互动两个层面进行优化，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丰富教学形式。同时，教师还可

以根据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设计一些富含思政元素的视

频，以实现对学生更全面的课程思政教育。[15]此外，在假期和课

余时间，教师可以通过线上直播平台、蓝墨云等工具与学生进行

在线互动，并结合时事新闻中的思政话题进行讨论，帮助学生解

答疑惑，促进其思想意识的正确发展。同时，教师应重视评价体

系的完善与优化，除了从理论知识、考试成绩等层面评价学生，

还应评价他们的道德素养、个人品质等，确保评价工作的完善

性、科学性，完善的评价体系对教师后续教学工作开展具有极大

的促进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融入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

程教学中的效果，教师可以从完善教学目标，推进师资建设；丰

富育人内容，优化教学过程；改革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体系等层

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绿色建筑材料专业课程思政质量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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