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年第 30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Vol. 30
 

No.
 

3
 

202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5-2909. 2021. 03. 01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杨勇,薛亦聪,史庆轩,等. 依托“名师、名课、名专业”,打造“专业与思政”双核心课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思政

的探索与实践[J] . 高等建筑教育,2021,30(3):100-107.

修回日期:2021-03-05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攻关项目(19BG014);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土木、建筑、水利、海洋项目群-31);陕西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17BZ027)

作者简介:杨勇(1976—),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博士,主要从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研究,

(E-mail)yyhhp2004@ 163. com。

依托“名师、名课、名专业”,
打造“专业与思政”双核心课程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杨　 勇,薛亦聪,史庆轩,门进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和国家首批一流本科线

下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混凝土梁板结构、单层工业厂房结构、多高层建筑结构。 在专业教育的同时,
为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工匠精神、法治精神、担当精神、人文素养,以更好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课程教学团队充分依托“名师、名课、名专业”三方面优势,提出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双

核心”课程建设理念,重点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等

工作,初步形成“三阶段”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体系、“四要素”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五形态”课程

思政教学方式和“六模块”课程思政案例库,构建立体化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关键词:课程思政;混凝土结构设计;教学体系;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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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土建老八校”之一,其土木工程专业办学历史悠久,是 1995 年首批住建

部评估通过专业之一,并在 2000 年、2005 年、2013 年先后 3 次以优秀成绩通过住建部专业复评。 长

期以来,土木工程专业持续深入开展专业建设深化改革和内涵建设,在专业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
 

2002 年获准为陕西省名牌专业,2008 年获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2012 年获准为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7 年入选首批陕

西省“一流专业”建设项目,2020 年入选国家首批建设“一流专业”。
混凝土结构设计是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和国家首批一流本科线下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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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梁板结构、单层工业厂房结构、多高层建筑结构,可挖掘大量的课程思政元素与素材。 为更

好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科学精神[1-3] 、工匠精神、法治精神、担当精神、人文素养,课程教学团队充分结合“名师、名课、名
专业”三方面优势,从“内容、载体、效果”三方面着手,提出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双核

心”课程建设理念,努力挖掘课程思政内容,建设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创新课程教学方式,重点开展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创新工作,探索建设了
 

“四要素”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五形态”课程思政教学方式和“六模块”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基本形成了立体

化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教学体系。

一、“双核心”课程思政建设理念

(一)专业核心主干课程

混凝土结构设计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主干必修课程,课程 40 学时、2. 5 学分,面向土木工程

专业三年级本科生开设。 课程先修课程为土木工程材料、结构力学、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后续课

程为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结构抗震设计,是土木工程专业的第一门“结构设计课程”,在课程中将重

点介绍混凝土楼盖结构、单层厂房排架结构、框架结构等结构体系的内力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单向

板肋梁楼盖的内力(弯矩、剪力)包络图法、弯矩调幅法、实用查表计算方法,双向板肋梁楼盖的弹性

内力计算法、实用查表法和塑性内力分析的机动法、极限平衡法、条带法,排架结构内力分析的剪切

刚度分配法,框架结构竖向荷载内力分析的分层法和弯矩二次分配法,框架结构水平荷载内力分析

的反弯点法和 D 值法,总计 13 种结构内力计算方法,而这些方法也是土木工程结构内力分析的主

要方法,围绕这些方法涉及的结构布置、塑性铰、内力重分布、塑性铰线、塑性极限分析、厂房荷载传

递、厂房整体空间作用、框架内力及变形计算、结构概念设计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论,因此,课程

对于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极其关键和重要。
(二)课程思政核心课程

首先,如前所述,混凝土结构设计包含了工程结构的重要分析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

均是经过几代人一步步发展完善形成的,在发展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前辈们勇于创新、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很好的课程思政素材,在课程教学中可以凝练和发挥

其作用,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其次,课程讲解中涉及大量的实际工程案例,包括重大标志性工程

案例和一些工程事故案例,这两者分别用于培养学生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和责任法治意

识、工程伦理意识及职业规范素养。 另外,在重要理论方法和工程案例讲解中,均涉及大量的杰出

人物和专家大师,包括理论方法、技术创新、工程应用等方面的前辈、专家和学者,这些人物事迹的

介绍,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工匠精神、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人文关怀都具有很好的作

用和意义。 因此,教学团队将课程定位为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双核心”课程,努力

将课程打造成专业教育的核心主干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核心主干课程。

二、“三阶段”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体系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面向土木工程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在大三下学期(第六学期)开课,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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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学生数约 300 人(10 个自然班),课程教学采用教学团队模式开展,每个教师承担两个自然班的

课程授课任务。 课程教学团队构建了“三阶段”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体系[4-5] ,以整体提升教学团

队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一)培训提升阶段

依托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和学院组织的课程思政教学相关培训和报告,组织教师参加思

政教学培训、思政案例研讨,学习思政专家报告。 课程教学团队先后组织教师参加“深化师德师风

建设,造就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
 

专题培训、西北联盟课程思政系列讲座、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系列

专题研讨会、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系列课程思政讲座等。 上述培训和研讨活动,对于提高教学

团队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调动团队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全面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主动投入阶段

课程教学团队还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专题研究,组织教学团队挖掘凝练课

程中的思政元素和思政资源,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不断建设和拓展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经过上

述活动,教学团队教师充分认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体会到课程思政教学的意义,并越来越能感受

到课程思政对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学习兴趣的积极作用,教学团队教师均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
(三)示范引领阶段

课程教学团队包括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入选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白国良教授,陕
西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入选者、陕西省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史庆轩教授,陕西省教学名师奖获得

者、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杨勇教授,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门进杰教授等成员。 上述成员在课程

思政教学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主动对接课程思政最新要求,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价值,
全力开展和推进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将所承担班级的课程打造成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名

师示范课”,对团队其他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促进其课程思政教学

水平的提高。

三、“四要素”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为切实推进课程思政教学,课程团队分别对建设机制、思政资源、教学模式、教师队伍 4 个要素

进行了统筹设计和整体规划,形成了
 

“四要素”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一)“三进”课程思政建设机制

在保障机制方面,形成了课程思政进培养方案、进教学大纲、进实践环节的“三进”建设机制。
在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支撑矩阵

中确定为毕业要求“职业规范素养”的主干支撑课程。 在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教学大纲中具体给出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表 1),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授课章节和课程思政融入点。 同时,在混凝土

楼盖结构课程设计和混凝土单层厂房结构课程设计两个课程设计环节中,也明确提出课程思政的

要求,通过课程设计来加强责任意识和环保意识等方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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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

序号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授课章节 课程思政融入点

1 为人师表、行为示范,给学生
传递和传授爱岗敬业精神

第一到
第四章

严格做到言行举止端正文明、备课上课熟练准确、作业批改认真
仔细

 

2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倡导人
文融通,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第一到
第四章 讲解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的典型工程案例和杰出人物事迹

3

通过土木工程领域的理论方
法创新、关键技术创新案例
分析,培养学生勇于创新、追
求卓 越 的 科 学 精 神、 创 新
精神

第一到
第四章

第一章:介绍中国混凝土结构设计总体发展和最新典型案例
第二章:介绍中国在空心楼盖、组合楼盖、叠合楼盖、再生混凝土
块体楼盖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程案例中的创新技术
第三章:介绍中国在钢管混凝土柱、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科学
研究和实际工程案例中的创新技术
第四章:介绍中国在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装配式组合结
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程中的创新技术

4
通过经典理论的发展史及教
师自身科研项目、科研成果
与课程内容的讲解,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

第一到
第四章

第一章:介绍经典理论发展史
第二章:介绍教师在组合楼盖方面的科研成果
第三章:介绍教师在单层工业厂房检测鉴定方面的相关工作
第四章:介绍教师在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高层建筑结构抗震
等方面的研究

5
通过典型工程案例,提高学
生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加
强学生工程伦理素质培养

第二到
第四章

第二章:介绍无梁楼盖的典型工程事故案例
第三章:介绍工业厂房的典型工程事故案例
第四章:介绍混凝土建筑的典型工程事故案例

　 　 (二)“三类”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主要形成了杰出人物、科学研究(经典理论、科研创新、技术发展)、典型工程的“三类”课程思政

教学资源(具体见表 1 的课程思政融入点)。 在杰出人物方面,通过介绍老一辈杰出人物爱国奉献、
不畏艰辛、爱岗敬业的先进事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精神;通过介绍新一代杰出人物

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技术,在拓展学生专业认知的同时,激发学生勇于创新、勇于探索的热情,引导学

生热爱专业、热爱科学、追求卓越。 在科学研究方面,通过讲解经典理论方法的原理及发展过程,让
学生了解经典理论由浅入深、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了解一代代前辈的努力和贡献;通过介绍

国内学者专家和本校教师在混凝土结构方面的科研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让学生在深刻掌握经典理

论方法、了解学科前沿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培养其科学研究精神。 在典型工程方面,通过介绍重要

标志性超高层建筑,来增强学生的文化科技自信和专业归属感、认同感,通过介绍典型工程事故案

例,加强学生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工程伦理和职业规范素养。
(三)“三讲”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为提高课程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效果,教学团队探索“课堂讲、专题讲、实践讲”的“三讲”教学

模式。 课堂讲,主要是传统的课堂讲授;专题讲,课程团队定期在课外对典型工程、创新技术、杰出

人物等开展专题讲座和专题讨论;实践讲,主要是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社会实践,结
合实际工程对学生讲授技术创新、责任意识、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四)“三师”课程思政授课队伍

为加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在课堂授课同时,聘请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教师针对国家

“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等重要专题进行课外专题讲座,同时还邀请杰出校友和校外专家为学生开

展典型工程案例讲座,从而形成了“主讲教师、思政课教师、校外工程师”的“三师”授课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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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形态”课程思政教学方式

(一)“每课一人物”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堂教学中,在每堂课最后都要用 2 ~ 3

 

min,采用 ppt 形式专门介绍一个与该

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杰出人物,介绍其在科学研究或工程应用中的贡献,在有效巩固课堂教学知识

的同时,拓展学生知识面,并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国爱专业的情怀。
(二)“每法一导图”
在每个重要理论方法讲解后,绘制思维导图,详细介绍该主要理论方法的发展完善过程,培养

学生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三)“每点一案例”
在重要知识点的课堂教学中,适时介绍与该堂课程知识点相关的工程案例,在工程案例选择和

讲解时,设置课程思政要素和元素,以实现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
(四)“每章一专题”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包括四章内容,每章课都利用课外时间开展一个与该章节内容密切相关

的科研创新成果或工程技术创新专题。
(五)“每周一讨论”
每周组织学生线上开展一次专业讨论,主要方式是每周布置一个包含课程思政内容的讨论主

题,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资料搜集和整理,在班级微信群发布和讨论,引导学生挖掘和思考课

程思政元素,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五、“六模块”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

课程教学团队在多年来的课程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大大小小近 30 个课程案例。 近年来,按照课

程思政教学目标,将课程案例库进行梳理,形成了杰出人物、重大工程、典型事故、经典理论、科研创

新、技术革新共“六模块”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
(一)杰出人物模块

在“每课一人物”环节分别介绍了混凝土结构领域的赵国藩、孙伟、沈聚敏、陈肇元、吕志涛、丁
大钧、童岳生、赵鸿铁、聂建国、周绪红、吕西林等 20 位专家院士的事迹和业绩。

例如,采用专题模式,对清华大学聂建国院士在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研究进行介绍。 首先,介
绍钢-混凝土组合楼盖、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钢-混凝土组合梁等基本概念和特点,再从钢-
混凝土组合梁、大跨复杂组合楼盖空间、高性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高层建筑、高性能钢-混凝土组

合桥梁、抗拔不抗剪栓钉、预制装配式组合结构、钢-混凝土海洋工程、钢-混凝土地铁工程等方面介

绍其创新成果、工程应用以及工程应用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激发了学生对土木工程专

业的认同感和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最后,介绍聂建国院士对待土木工程事业的热爱、平时工

作的敬业爱岗和对建设事业的责任担当,让学生强烈感受到榜样力量,给青年学生注入无穷的精神

力量。
(二)重大工程模块

先后讲解了上海中心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台北 101 大厦、深圳赛格广场大厦等 10 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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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
例如,采用专题模式对上海中心大厦、台北 101 大厦两个超高层建筑进行对比分析,详细介绍了

两个超高层建筑的结构概况和结构方案,并分别对两个建筑采用的消能减震技术进行对比。 同时,
结合环球金融中心、深圳平安大厦等超高层建筑的介绍,向学生展示中国土木工程领域在超高层建

筑方面的成就,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从“土木弱国”到“土木大国”再到“土木强国”的辉煌成就,
极大提升了学生的科技自信和文化自信,鼓舞学生努力学习,将来积极投身于建设土木工程强国、
实现土木工程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三)典型事故模块

先后介绍了“无梁楼盖工程事故案例”“泉州佳欣酒店倒塌事故”等 5 个案例。
例如,在“无梁楼盖工程事故案例”专题中,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各无梁楼盖工程事故情况,讲解

无梁楼盖的受力机理和主要破坏机制。 给学生讲解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白生翔关于无梁楼盖工程

事故的解释和分析。 结合韩国三丰百货大厦的倒塌事故指出,在施工阶段的细小错误,运维阶段的

低级错误和疏忽麻痹,皆可导致重大灾难。 通过案例讲解和分析,强调工程设计、施工运维等方面

对结构安全的重要性,让学生树立全方位的安全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
(四)经典理论模块

在“每法一导图”环节总结了内力包络图法、弯矩调幅法、连续多区格双向板弹性内力计算方

法、机动法、剪切刚度分配法、D 值法的建立过程。
例如,在“内力包络图法”思维导图讲解中,首先回顾和串讲包括单向板双向板概念、支座形式

简化、计算跨度取值、折算荷载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内力包络图、控制截面、设计截面等一系列概

念和问题,强调这个方法建立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的精妙之处,都是追求卓越的科学精

神、科学态度的体现,是一批又一批杰出学者专家对这个看似简单方法的不断完善和智慧贡献。
在

 

“弯矩调幅法”思维导图讲解中,首先回顾和串讲包括塑性铰概念、塑性铰特点、塑性铰转动

能力影响因素、内力重分布、弯矩调幅法概念、弯矩调幅法要求和规定、弯矩调幅法计算过程、弯矩

调幅法实用查表计算方法等概念和方法。 通过概念和方法的讲解,从结构塑性和内力重分布的概

念引申出做人做事的塑性和韧性,教育和引导学生要有足够强的塑性和韧性,要有能经受挫折、百
折不饶的精神,从内力重分布角度讲解系统韧性和团队协作合作的重要性。 通过塑性设计方法和

弹性设计方法的对比,再次强调科学研究追求卓越、止于至善的精神,最后从塑性设计方法要兼顾

承载能力、变形和裂缝角度,引导学生在生活和工作中也要注意和注重有机协调与平衡,做事做人

要把握度、不能太偏执和走极端。
(五)科研创新模块

在“每章一专题”环节,先后介绍了重庆大学周绪红院士的钢管约束混凝土结构研究成果、华南

理工大学吴波研究员的再生块体混凝土结构研究成果、清华大学冯鹏教授的起波钢筋混凝土结构

研究成果等校外专家创新研究成果,并介绍了本校史庆轩教授的高强箍筋约束混凝土结构研究成

果、邓明科教授的高延性混凝土研究成果、杨勇教授的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研究成果、预
应力钢带加固混凝土结构研究成果等课程团队教师的创新研究成果。

例如,采用专题模式,对华南理工大学吴波研究员的“再生块体混凝土结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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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介绍再生混凝土的生态保护意义、社会意义和工程实践意义,以及再生混凝土的研究现状和

研究成果,再进一步介绍吴波研究员创新发明的再生块体混凝土结构技术,最后通过文献讲解的方

式,介绍吴波研究员围绕创新技术开展的材料本构、梁、柱、楼板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工程应用案例,

让学生了解专家学者的家国情怀,以及对科学研究循序渐进、认真探索、不断钻研的科学方法、科学

态度、科学精神,同时,也让学生了解科学研究和创新创造的工程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增强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

(六)技术革新模块

在“每周一讨论”环节,先后介绍了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组合楼盖、叠合楼盖、钢管混凝土叠

合柱厂房、钢管混凝土格构柱厂房、部分外部混凝土组合结构(PEC 结构)等新技术及其应用。

例如,采用专题模式,对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进行案例讲解和讨论,介绍目前预制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的主要类型和主要体系,并对各种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

各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的装配方式和连接方法进行了分析,介绍课程教学团队创新发明

的部分预制装配型钢混凝土结构体系,并组织学生讨论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当前的挑战和未来

前景。 通过这一专题的讲解,让学生对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有所了解和认识,同时也激发了学生

对技术革新和创新的浓厚兴趣和热情。

六、结语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主干课程,是土木工程专

业本科生的第一门“结构设计课程”。 多年来,课程教学团队高度重视该门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在强

化该门课程专业教育核心地位的同时,充分认识到该门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度重视

该门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和研究,并开展了系列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该门课程的立体化课程思

政教学体系,具体工作和初步成果主要有:

(1)提出“双核心”课程思政建设理念,确立专业核心课程和课程思政核心课程的“双核心”

地位。

(2)形成了积极参与阶段、主动投入阶段和示范引领阶段的“三阶段”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

体系。

(3)从建设机制、思政资源、教学方式、授课教师四方面着手,构建了“四要素”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

(4)创新了“每课一人物”
 

“每法一导图” “每点一案例” “每章一专题” “每周一讨论”的“五形

态”课程思政教学方式。

(5)初步构建了杰出人物、重大工程、典型事故、经典理论、科研创新、技术革新等
 

“六模块”课

程思政教学案例。
 

通过上述探索和实践工作,该门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方面确实有了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于 2021

年被评选为陕西省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同时,该门课程在专业教育方面也有显著提高和发展,

于 2020 年入选国家首批一流本科课程(线下课程),课程授课教师连年被评为校级优秀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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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授课团队多名教师获评宝钢优秀教师奖、陕西省教学名师奖和国家教学名师奖,授课班级的学

生考研比例显著提高,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奖项的比例也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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