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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近年来我国在建设工程领域取得的新成就和大连理工大学师生、校友参与重大工程项目

的经历,探索建立了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每章节内容进

行针对性的规划和设计,建立了课程思政素材库和案例集,并将思政教育资源与课程教学内容自然对

接,实现了课程专业知识与思政教学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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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

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这一论述指明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的发展方向和

改革目标。 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形成全课程育人、践行“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作用,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

高等教育的光荣使命。
课程思政的实质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通过挖掘高校

专业课教学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客观科学的世界观,实
现人文、科技知识的内化和道德情操的升华[1] 。 负责专业课程的教师在教好专业课程的同时,还要

从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出发,牢牢把握专业课培养专业人才的课程地位,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

育人价值,让专业课教学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以来,我国工

程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这些新成就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自豪

感,同时也对我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我们不仅要加强、拓展学生

的理论知识和专业基础,更要激发、培养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国家责任感,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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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 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教学内容涉及我国工程建设新成果和新技术,因此,开展课程思

政教育大有可为,有助于学生掌握和了解“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理

念,树立“大国意识”和“大国自信”。

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存在误区

虽然目前各高校对课程思政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全面认识,也相继出台了指导性文件和规范化

要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割裂,以及教师对课程思政认识上的差异,造成在课

程思政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阻力重重。 面对学校提出的要求,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很多专业课教

师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 传统上,高等学校对专业课教学的评价标准往往重视专业知识和学科

中的主要概念、原理和方法,较少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

想、意识的渗透,甚至有些教师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价值引领”仅仅是“思政课”的任务和责任,
思政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责和任务,与自己无关[2] 。 这是思政课与专业课程之间

“两张皮”、各门课程之间“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合力难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正是针对这一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痛点”,强调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职责,所
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 这也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全面实现立德与

树人、育人与育才的有机结合。
(二)课程思政的素材和内涵建设不足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思政。 没有好的课程建设,没有内涵丰富、紧密联系课程内容的思政素

材,课程思政就变成了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甚至是为了思政而思政。 思政教育功能不发挥好,课程

思政教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之间

出现割裂,甚至冲突。 这种将思政内容和课程本身专业知识割裂的做法,只会给专业课学习造成负

担,削弱思政教育的效果,其功能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此,尊重课程知识体系和教学规

律,以课程内容为突破点,丰富课程思政素材,强化思政课程内涵,才是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根

本和有效途径[3] 。
(三)课程思政建设的手段单一,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

高校不同专业、不同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其独特性,各门课程也有其自身的教学规律和

要求,因此,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既要符合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践行“立德树人”这一教育

根本任务和根本宗旨的要求,又要“因课”制宜,寻求符合课程内容和知识结构体系的思政教育手

段,切不可搞一刀切、大包干等“大水漫灌”“一哄而上”的强制性规定,要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规律

的前提下,紧密围绕每门课程自身的特点,在实现课程对学生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基本功能的基

础上,努力建立并探索实践每门课程所特有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丰

富课程思政的资源和素材,完善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 为此,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应以课程思政

新理念为指导,充分挖掘不同课程的德育功能,并不断优化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和手段。 唯其如此,
才能真正让各类非思政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目标成为现实。

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以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为例

(一)课程特点分析

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土木、水利、港口与航道、交通工程等专业的主干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

071



王立成,等　 从我国工程建设新成就视角探讨课程思政教学

性都很强的专业基础课,从内容上可分为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和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两部分。 其

中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是学习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础,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基本

理论、混凝土构件受力性能、设计计算方法和配筋构造等。 基本理论是造就人才的基础,决定了人

才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而对工程标准、规范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则反映为对工作的

适应性[4] 。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教学内容与国家政策方针、技术进步,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具有紧密联

系。 这些特征使得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的重大项目及成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与课程专业知识相融合。
(二)我国近年来工程建设的新成就

目前在中国,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应用最多的一种结构形式,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使用钢筋混凝

土结构最多的国家。 其主要原材料水泥产量已于 2017 年达到 23. 2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70%以

上。 改革开放 40 年,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的 20 年,我国在工程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

就,一批处于国际领先甚至世界第一的重大工程相继建成,如三峡大坝、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等。
其中,经过 6 年筹备、9 年建设、全长 55 公里的港珠澳大桥 2018 年底建成通车,这一超级工程集桥

梁、隧道和人工岛于一体,其建设难度之大,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它的建成不仅标志着

中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也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驶入快车道。 港珠澳大桥创造了

多项世界第一:(1)最长的跨海大桥;(2)最长的钢结构桥梁;(3)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4)最大断

面的公路隧道;(5)最大体量的沉管;(6)深海之中数万吨沉管最精准对接。 中国高铁在短短十几年

的发展中同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高铁里程超过 2. 9 万公里,日本、欧洲、美国的运营线

路里程总和不及中国一半;(2)中国高铁技术适应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沙漠(西北)、冻土(东北)环

境;(3)2019 年底建成通车的京张高铁,是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 / 小时的高寒、大风沙高

速铁路。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近 65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西亚、南

亚、中亚、中东欧等)拥有承建项目 6
 

000 余个,建设了一大批增进当地民生福祉的重点项目,铁路、
桥梁、商业和公共建筑、机场等。 例如:中老铁路,北起中老边境、南抵万象,线路全长 414

 

km,其中

桥梁长度近 62
 

km,隧道长度近 198
 

km,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5] ;桥梁方面,孟加拉

帕德玛大桥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偏西南约 40
 

km,横跨帕德玛河,距印度洋入海口直线距离约

150
 

km,是连接首都与西南片区的主要交通要道,其主桥水中墩基础采用倾斜钢管桩,为提高钢管

桩承载能力、增加钢管桩刚度,施工中采用钢管桩岸上分两段制造、平台上借助自制导向架控制倾

斜度进行插打[6] ;建筑方面,由中国建筑集团设计和施工的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总部大楼,位于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主塔楼高度近 200
 

m,是当地最高建筑,在建筑设计方案中,办公大厦侧立面上有

一个空隙,展示出城市的新视角,获得了建筑设计竞赛一等奖[7] 。 图 1 为教师介绍“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的背景及我国建设市场发展前景授课场景。
(三)学校师生和校友参与重大项目案例库建设

我国在建设工程领域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正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重要基石和体现。 在这些重大工程中,有大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大工”)师生和校友的身

影。 比如张宁川教授团队承担的“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沉管定位及沉放物模试验”项目为大桥施工

过程中的方案选择、设备参数论证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试验过程中的照片如图 2 所示) [8] 。 港珠

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常务副总尹海卿是“大工”水利系海洋石油建设工程专业 1983 届校友,港珠澳

大桥岛隧工程设计负责人梁桁是“大工”土木系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1991 级校友……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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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以及参与项目的老师、校友既是工程建设的参与者,又是我国建设工程领域创新发展的见

证者和实践者,更是激励在校大学生奋发有为、刻苦求学的榜样。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这些重大工

程案例和校友们的励志经历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远远胜过单纯的口头说教。

图 1　 教师课堂授课场景 图 2　 “大工”张宁川教授团队承担的港珠澳

大桥科研项目试验现场

　 　 (四)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架构和实践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难点在于如何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将思政素材和元素在课程知识体系

中自然渗透、无缝对接,也是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能否建设成功和有效实施的关键。 因此,本着“因

课”制宜、“一课一建”的原则,针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知识体系及其特点,对每章节内容进行有针

对性的规划和设计,建立工程素材、案例等思政教育资源与课程教学内容的对应关系。 比如:在第

一章绪论中介绍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案例时,以港珠澳大桥为例,一方面强调其工程规模和难度世

界之最,另一方面从专业角度指出钢筋混凝土用量之庞大;在学习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相关内容

时,介绍“港珠澳大桥设计使用年限达 120 年,是国内首次,国际罕见”,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一超级

工程的认识。 又如,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章节中,将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成功应用作为课程思政的内容:为落实和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国近

年来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设计标准、生产建造和验收规范,具有了大批成熟的

设计团队,具备了自主研发的生产流水线和自动化生产全套设备,以及一批有着丰富理论和实践经

验的高级专家和熟练产业工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装配式技术率先代表中国建筑

业走出去,实现了在国内工厂预制部分或全部构件,然后运输到海外施工现场,通过输出标准技术

成套装备和技术服务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9] 。

三、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总结和效果分析

(一)课程思政资料库、素材和案例集建设

针对目前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内容随意性大、切入点困难、与相关课程联系不够紧密等

问题,以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教学为载体,充分利用近年来我国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成果,特别是学校师生、毕业校友参与以上重大项目的经历和成果,建设了完整的课程思

政教学素材和案例集,使课堂思政紧跟专业特色,全面提高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培养了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专业自豪感。
(二)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按照钢筋混凝土结构教学大纲要求,对每章节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规划和设计,将工程案例、校
友成就等思政教育资源与课程知识内容深度融合,将重大工程案例和校友的励志经历用于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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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实现了课程专业知识教学与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三)提高学生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成就的认识,为学生择业、就业创造条件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毕业设计、认识实习、生产实习以及企业社会调研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主动

参与到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去,为毕业后的择业、就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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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eachers
 

and
 

fellow
 

students
 

currently
 

studying
 

in
 

the
 

campus
 

or
 

already
 

graduated
 

are
 

used
 

as
 

media
 

to
 

explore
 

the
 

new
 

teaching
 

pattern
 

for
 

politic-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The
 

contents
 

of
 

each
 

chapter
 

and
 

section
 

have
 

been
 

specially
 

planned
 

and
 

designed
 

to
 

include
 

these
 

media
 

in
 

terms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n
 

the
 

media
 

database
 

and
 

case
 

set
 

are
 

built
 

up.
 

The
 

politic-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successfully
 

and
 

natur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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