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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土木工程概论是讲述土木工程发展历史、各类

土木工程对象、基本活动、土木工程师职业等知识的基础课程,是建立土木工程基本概念、内容与知识体

系的基础课程,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土建类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入门课程。 课程的内容与定位决定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思维、专业伦理、学术修养、建设强国、工匠精神等相

关德育元素特别适合于贯穿于此课程的讲授中。 首先,论文论述了课程思政的目标,包括使学生了解专

业,激发情感;建立工程思维,培养创新意识;明晰职业责任,懂得敬业奉献;培养相互合作意识,建立团

队精神。 然后,基于思政目标,针对具体课程内容分析了课程思政的映射点,为具体课程思政点的嵌入

提供指导。 最后,探讨了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重点通过在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材料的“诗情画意”中进

行课程思政;在经典、热点工程案例的“间接实践”中进行课程思政;在传统文化“人文情怀”浸润中进行

课程思政:在学科前沿传递“与时俱进”的土木工程中进行课程思政;大力提升教师自身素质等方面详细

分析了本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具体实施方案,将德育元素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有效传递给学生,以达成课程的思政实效,为国家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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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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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

土木工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象征。 土木工程是个大专业,每年有近十万学子

加入到土木工程师的预备队伍中。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给排水工程等土建类专

业的一门重要的入门课程,是建立土木工程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基本知识的基础课程。 使学生全面地

了解土木工程所涉及领域的内容、方法、成就和发展情况,了解土木工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及其在技术、
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统一性;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而有逻辑的工程学科基本概念和方法,在进行工程教

育的过程中,初步树立专业思想和工程思维意识。
在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中,不仅讲述工程,还讲述工程背后的文化与故事,讲述从事工程的人,讲述

土木工程的职业;既传承知识,还能承担课程思政的责任。 通过此门课程,讲述土木工程的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通过气势恢宏的各类土木工程,传递教师对土木工程的激情与挚爱,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

探索的欲望;讲述各类典型人物,土木工程师的严谨细致与开拓创新及重于泰山的职业责任;通过各类

教训深刻的各类质量与安全事故案例,告诫学生并提出要求与期望。 在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中寻找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思维、专业伦理、学术修养、建设强国、工匠精神等相关德

育元素的“触点”和“融点”,通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通过具体实施方案,将德育元素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有效传递给学生,做到“育人有温度,润物细无声”,实现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的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

教育相互配合,做到“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引领”的育人理念构建,实
现思政课程建设目标[2] 。

一、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目标

土木工程概论具有引导性、概括性和前沿性等特点,课程涉及到土木工程发展历史;各类土木工程

对象,包括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桥梁工程、港口工程、地下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给排水工程等;各
类土木工程活动(规划、设计、施工、维修等);土木工程职业介绍等。 课程涉及多门学科,讲授内容量

大、涉及面广、信息量丰富、教学目标高、工程实践性强、课时较少等特点,课程讲授难度较大。 土木工

程概论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如下。
(1)了解专业,激发情感。 通过学习土木工程行业、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工程

实例,了解专业内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和大国自信意识,树立为国家、社会发展做贡献

的理想、信念和信心。 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形成对专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让学生建立“专业梦”,树立

中国梦,为中国发展贡献力量。
(2)工程思维,创新意识。 通过对各类土木工程设施及其建设周期的学习,理解工程设计和建造

的基本原则,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意识。 通过对重点工程案例的分析,剖析工程智慧,启发学生的工程

创新意识。
(3)职业责任,敬业奉献。 通过学习各类土木工程作品,体会土木工程师耐心、细心、专注、毅力和

敬业精神,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学习注册工程师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分析工程事故与责任心、职业道德

的关系,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建立起社会责任意识和对职业的敬畏感,理解“热爱本职、敬业奉献”就是

大国工匠精神的原动力,能够匠心筑梦,凭的是传承和钻研,靠的是专注与磨砺。
(4)相互合作,团队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组队分工的模式、讨论式教学的方法,遇到问题多

方位思考,增强学习的灵活性,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培养学生与人共事的处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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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内容映射点

基于课程思政目标,针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课程思政内容映射点的教学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内容映射点

章节 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映射点

1　 　 绪论
1. 1 话说土木工程
1. 2 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1. 3 城市化进程中的先锋

讲述土木工程的发展历史;土木工
程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了解专业,激发情感,家国情怀、国
际视野、专业自信、建设强国。

2　 　 恢宏浩大的土木工程设施
2. 1

 

建筑工程
2. 2

 

桥梁工程
2. 3

 

道路工程
2. 4

 

轨道工程
2. 5

 

岩土工程
2. 6

 

水利工程
2. 7

 

港口海洋工程
2. 8

 

水暖工程

介绍土木工程对象的八大分类知
识体 系, 以 及 古 今 中 外 的 著 名
案例。

 

专业自信、建设强国、工程思维

3　 　 理想变现实的土木工程建设
3. 1

 

土木工程前期策划
3. 2

 

土木工程勘测与设计
3. 3

 

土木工程建造
3. 4

 

土木工程运营与维护

讲述工程项目生命周期中各类技
术活动。

 

工程思维,创新意识,质量与安全
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　 　 精彩纷呈的土木工程职业
4. 1

 

土木工程领域的执业准入
4. 2

 

中国注册工程师制度
4. 3

 

注册工程师职业道德标准

介绍土木工程师的分类、执业制度
与准入门槛。

职业精神、敬业奉献、相互合作、团
队精神

5　 　 重于泰山的土木工程师责任
5. 1

 

土木工程天敌———自然灾害
5. 2

 

土木工程人祸———责任事故
5. 3

 

土木工程约束———法规与规范

讲述自然灾害的挑战与工程事故
的惨痛教训,警示应树立的责任
意识。

职业责任、遵纪守法、团队精神

6　 　 古老而年轻的土木工程教育
6. 1

 

全面综合谈知识体系
6. 2

 

实践创新论素质能力
6. 3

 

开阔眼界述海外教育

介绍土木工程专业的知识结构和
课程体系,以及所要求的素质与
能力。

创新意识,相互合作,团队精神

7　 　 面向未来的土木工程新发展
7. 1

 

提升品质,建筑工业化担当
7. 2

 

行业进步,建筑信息化领军
7. 3

 

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兴起

介绍土木工程近年来推广应用的
新技术。 创新意识、科技强国、前沿思维

　 　 注:课程章节与内容参照熊峰老师《土木工程概论》,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3]。

三、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与效果

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保证思政实施效果。
(一)在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材料的“诗情画意”中进行课程思政

土木工程由钢筋水泥堆砌,在野外露天操作,平凡而朴实。 有了土木工程,才有了城市的高楼林

立、山间的大桥飞跃,才有了文明的进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建造者的智慧与创造美化了世界,使
土木工程充满了诗情画意。 课程讲授中可收集与整理大量与土木工程相关的工程图片、照片、录像视

频资料、动画,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应用,通过在短时间内传输、储存、提取或呈现大量的图形、图像、活
动画面信息,以丰富的图形界面、逼真的视频动画、生动的音响效果,增强物体的立体感、动态性和表现

力,提高讲授效率,保证课堂教学质量[4] 。 通过大量的图片、动画等赞美、歌颂土木工程,希望学生能随

着我们的引领,饱览土木工程带给世界的惊喜,从而培养专业情感与自信,树立建设强国的意识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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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特别是在课程所包括的各类土木工程设施(建筑、道路、桥梁、轨道、岩土、水利、港口等工程)的内

容中,可通过大量材料的植入来进行课程思政教育,以取得极佳的教育效果。 如在建筑工程内容中,涉
及到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建筑物,例如鸟巢、水立方、上海世博园等建筑以及中国尊、上海金茂大厦、环球

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楼的相关图片、建造过程录像与视频;在桥梁工程章节中,涉及到港珠澳大桥、武汉

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历史名桥,苏通大桥、杨浦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现代桥梁;在铁路工程章

节中,涉及到世界第一条高原铁路———青藏铁路以及京沪高速铁路等。 当然,也可以采取国外的大量

经典案例,如帆船酒店、迪拜塔、明石海峡大桥等进行讲解,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在土木工程建设活动中,还可以通过大量的图片、视频来进行课程思政内容点的植入。 比如在施

工技术章节中,讲解重大工程的施工方法、施工技术时,结合一些施工图片、动画视频、施工录像等,使
学生掌握具体施工技术与步骤,掌握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控制的要点,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包括

工程思维、技术素养、精益求精的精神等。 井点降水、各类桩基础施工、钢筋工程、模板工程、混凝土工

程、砌体工程、结构吊装工程等知识点都可以以图片、动画的形式,生动形象地把施工中最难以讲解清

楚的、最抽象的施工技术展现给学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思政要素的浸入,使学生“身临其境”地
体会施工现场的状况,获取最优的教学效果及思政内容。

(二)在经典与热点工程案例的“间接实践”中进行课程思政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学生必须在对各类土木工程设施对象及活动有一定

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具有更多的感受。 但现实是当前课程学时有限,学生的

直接实践机会受到较多限制。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

验的两部分。 人们通过亲身的实践获得‘直接经验’,或是通过学习书本、别人的教导获得‘间接经

验’”。 可以借鉴毛主席变“间接”为“直接”的经验理论思想基础,通过大量经典与热点工程案例使学

生在获得“间接实践”中进行课程思政[5] 。
1. 经典工程案例的应用

土木工程概论每一章都可以大量运用经典工程案例进行讲解,以达到激发专业情感、树立建设强

国意识并培养土木工程师的工程思维、职业素养与敬业奉献精神的目的。
如“建筑工程”中的“土木工程荷载及基本构件”可以以学生日常生活居住的商品房框架结构受到

的基本荷载和框架梁柱的受力来进行讲解,各类结构形式可以以学生日常生活居住的商品房的房屋建

筑工程、酒店、各类特种结构的实际图片进行讲解。 讲解超高层建筑时,可列举世界第一高楼———迪拜

哈利法塔,说明高层建筑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轨道工程”可以以青藏铁路为例进行

讲解;“桥梁工程”可以以国内外最为著名的桥梁,如杭州湾跨海大桥等为例进行讲解;“港口工程”可
以以国内外最著名的港口和石油钻井平台为例,如洋山深水港、鹿特丹港口等进行讲解;“轨道工程”
可以以目前热门的地铁工程为例进行讲解;“水利水电工程”可以以国内外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如三峡

工程为例进行讲解。 在讲解的过程中,不同的知识点根据实际情况融入课程思政点。
2. 媒体热点中工程实例的应用

在讲解相关课程内容时,教师要保持对媒体报道相关案例的高度敏感度,结合案例进行内容讲解,
如此能够极大地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建立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感、责任与意

识,强化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 如讲解地基不均匀沉降和基础等相关内容时,在对象方面,可以经典案

例———比萨斜塔为例,结合斜塔的相关图片与视频讲解;也可以结合时事及一些事故进行分析,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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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用专业的知识来剖析相关事件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建立对所学专业与社会联系的认识,培养专业的

敏感度和专业自信心。 如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楼歪歪”、世界范围引起强烈关注的
 

“上海莲花河畔

景苑楼脆脆”等事件发生后,在课程中结合此类案例进行讲解,必将引起学生的强烈兴趣和共鸣。 一方

面从专业角度讲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另一方面结合事件调查公布结果,强调质量和安全事故发生的原

因,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法规意识、道德与责任等方面的意识。
(三)在传统文化“人文情怀”的浸润中进行课程思政

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大学生形成健全、独立的人格和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是十分重要

的。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融在了我们的血脉之中,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承,文化的传承也促进了文

化的发展。 在了解建筑设计的同时,建立对祖国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大学生的自我人文

素养,使思想政治内容有机融合到专业课程中。
对土木工程对象辅以相应的中国古诗词讲解(如表 2),是一种创新式的教学手段尝试,使学生将

土木工程的各类对象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起链接[3] 。 一方面体会各类工程设施的功能,建立各类工

程设施的美学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当今的各类工程设施发展状况与耳熟能详的古诗词描述景象进

行对比,反映出在现阶段,土木工程的巨大进步,同时使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力量,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得到全面发展。 有利于学生将专业知识与人文素养挂钩,增强

学生人文方面的修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外界对土木人又“土”又“木”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任何大型的土木工程设施的设计、建设、维护等过程中都离不开“人文情怀”。 这些过程

涉及到各类土木工程专业人士,是目前学生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 进行建筑设计的专业人士必须具备

美学素养和人文情怀,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出来的产品具有生命力,更好地满足使用需求;从事建筑施工

的专业人士必须具有人文情怀,这样才能顺利地组织项目实施,保证项目的质量与安全;从事建筑维护

管理的人员要考虑使用的舒适性、便利性等,也需要人文情怀。 通过传统文化的浸润是培养学的人文

情怀的途径之一。
表 2　 部分土木工程对象所包含的人文情怀

土木工程对象 对应部分古诗词

建筑工程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唐]杜甫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唐]李白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汉]佚名

桥梁工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毛泽东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 复道行空,不霁何虹? 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唐]杜牧

道路工程

蕙心迢递湘云暮,兰思萦回楚水流。 锦字织成添别恨,关河千里路悠悠。 ———[唐]刘沧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宋]岳飞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汉]佚名

水利工程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唐]李白

　 　 (四)其他举措

1. 通过学科前沿的讲述传递“与时俱进”的土木工程,引导学生探索精神和科研思维的培养

随着科技进步,土木工程新材料、新技术、新体系不断涌现,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自重越来越轻、
功能越来越综合、体型越来越复杂。 希望能跟上行业步伐,介绍最新科技发展,让未来的土木工程师了

解土木工程的发展趋势。 介绍近年来本行业的最新技术:建筑工业化、绿色建筑、建筑信息化(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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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材走在技术发展的前沿。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的综合性、引导性,需要学生具有本专业知识体系的探索精神,需要学生就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对相关专业知识展开深入学习[6] 。 在课程教学中,特别关注学生科研与探索精神的培

养。 通过一系列措施探索在课程中如何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及科研思维,如指出学生可以探索和思考的

可能性和方向,结合具体问题引导学生自我探索更深层次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在看到某种现象的时

候去进一步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利用文献及网络资源等扩展性资料的能

力等。
2. 大力提高教师素质

课程思政的实施对于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专业课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丰富自身的

综合素质。 第一,牢牢把握“课程思政”的精髓,增强个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只有教师自己做到这些,才能在教学中将思政教育

与专业知识自如地、不着痕迹地、“浸润式”地有机融合起来,才能达成更好的教学。 第二,土木工程概

论让学生激发自身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兴趣,并挖掘在“大土木”背景下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方向,为将来

选择学科方向及就业方向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教师必须对整个专业的前沿与专业发展方向具有深

刻的把握能力[7] 。 第三,土木工程概论所包括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各类土木工程设施,也包括各类

土木工程活动,还包括土木工程职业、责任等。 每一章的内容甚至都是一门课或者一个专业所讲授的

内容。 因此土木工程概论在讲授时,重点并不一定是给学生传授具体的知识。 被动知识的学习和获得

在当前信息大爆炸时代变得极为便捷。 更重要在土木工程概论这门课上,教师如何高屋建瓴地来进行

教授,传授给学生一张“藏宝图”,以获得对整个土木工程领域大概内容分布的了解,这样可以奠定本

科时代,甚至未来的硕博阶段对整个领域的基本认识。 为了实现这样的引导,教师需具备非常丰富的

专业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学习对大土木背景下面众多学科都有深入的了解,同时要求教师具备丰富

的实际工程经验,在讲授课程中理论联系实际。 第四,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与能力,能够在课

堂中对学生进行探索精神与实践精神的培养。
(五)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在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中采取上述教学方案进行课程思政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近两届

教学评分均超过 95 分,教师同行评价为“优”。 根据对学生的调研结果,在课程思政的内容、课程思政

的手段、课程思政的效果三个方面,分别有 90%、92%、95%
 

的同学反映“内容丰富”“手段新颖”“效果

非常好”。 可见,上述课程思政实施方案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四、结语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内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德育元素的“触点”和“融点”特别适合

贯穿于课程的讲授中。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及具体实施方案,包括通过在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材料

的“诗情画意”中进行课程思政,在经典与热点工程案例的“间接实践”中进行课程思政,在传统文化

“人文情怀”的浸润中进行课程思政三种方式将德育元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有效传递给学生,做到

“育人有温度,润物细无声”,取得了良好的课程思政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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