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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思政元素融入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已成为当

前高校工科专业课程教学的新趋势。 但是,如何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

育人效果,是高校工科专业课程教师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文章以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钢结构设计

原理为例,初步探索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方法和路径。 基于“四个自信”,并结合钢结构设计

原理课程特点,确定了制度认同、文化自信、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围绕思政

建设目标,总结各章节相应的思政教育点和融入路径,并通过 4 个教学案例,简要介绍了思政元素融入

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教学的方法,提出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平时成绩考核的改革方案,达到对专业知

识与思政教育成果全面评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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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需求和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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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高校课程不分文、理、农、工、医等,均应将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到课程教学过程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部于

2018 年先后印发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课程思政”工作[1] 。 2020 年,教育部又印发了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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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打破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与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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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间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教学全过

程、全方位、全员之中[2] ,是当前高校专业课程教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3] 。
1949 年之前,中国的钢结构工程大部分由外国人设计和建造,所用钢材也基本全由国外进口。

1949 年后,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钢结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金安金沙江大

桥、阳宝山特大桥、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沪通长江大桥、上海中心大厦、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和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等一系列大型钢结构工程的建成、运营,我国的钢结构设计和建造能力逐渐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并且掌握了高性能结构钢的冶炼和研发能力。 由此可见,钢结构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的过程。 钢结构设计原理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非常适合开

展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教学改革,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并适时引导学生思

考,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如果直接将思政元素植

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将过于生硬,不符合思政教育的初衷,无法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为此,根
据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特点,探索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途径和方法。

一、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未来,大学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4] 。 因此,高校专业课教师不仅要精于专业知识,
也要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充分挖掘专业课的思政元素,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

一体[5]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
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

容[6] ,也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 基于“四个自信”,并考虑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特点,围
绕制度认同、文化自信、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等设定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课程通过讲述钢结构

在我国应用发展的历史,充分挖掘并融入制度认同和文化自信两方面的思政元素。 在讲授专业知

识点章节时,通过引入工程事故分析及各知识点的历史文献、经典实验等,培养学生的专业道德修

养和科学精神。

二、
 

思政元素融入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路径

通过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讲授,使学生掌握钢结构基本构件设计的特点和现行规范的背景,掌
握钢结构构件设计所需的基本力学理论知识,具有钢结构基本构件及连接的设计能力,为适应将来

工作岗位的需要奠定基础。 根据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特点,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围绕思政建设目

标,对课程各部分内容进行分解和提炼,深入挖掘每一部分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凝练思政教育要

点,总结各章节相应的思政元素融入路径(表 1)。
当前,贵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共 2. 0 学分,36 课时,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在

完成专业知识教学后,开展思政教育的时间有限,因此,应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开辟第二课堂,基于

超星学习通 APP 建设网络课程,构建教学案例库、试题库,并分享钢结构工程建设取得的最新成就,
让学生课后学习,巩固思政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制度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并激发学生的

创新创造热情,树立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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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思政教育

章节 专业教学目标 思政元素 融入路径及方法

概述

1)了解钢结构的特
点和应用范围
2)了解钢结构的组
成原理和初始缺陷
3)掌握钢结构的极
限状态
4)了解钢结构的发
展趋势

思政建设目标:制度认同、文化自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钢产量的提高,钢结构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当前世界排名前十的高楼、跨径前
十的斜拉桥和悬索桥,有一半以上在中国。 通过
已建成的、排名世界前列的高楼、大跨径桥梁等钢
结构工程实例的介绍,让学生了解钢结构的优势
和钢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用钢结
构的魅力吸引学生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学
生介绍当前钢结构工程领域
的建设成就

钢结构的
材料

1)了解钢结构对用
材的要求
2)掌握钢材的主要
性能
3)掌握钢材的延性
破坏和非延性破坏
4)了解钢结构钢材
的类别

思政建设目标:制度认同、文化自信
1949 年,中国钢产量仅有十几万吨,1996 年钢产量
首次超过一亿吨,成为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国,至今
已经连续二十余年位居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国。 以
高性能钢材产量不断提高的发展历程,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信心,树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不断前进的信念

通过桥梁用钢的发展历程和
展望,激励学生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

单个构件的
承载能力:

稳定性

1)理解失稳的类别
2)掌握轴压构件的
整体稳定性
3)掌握实腹式柱和
格构式柱的截面选
择计算方法
4)熟悉压弯构件的
面内和面外稳定性
及截面选择计算
5) 掌 握 板 件 的 稳
定性

思政建设目标: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
失稳是钢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重要力学形
态,在钢结构工程史上,不乏因失稳而导致结构丧
失承载能力的工程事故,有些事故甚至造成了很
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身伤亡。 通过教学,培
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认识到作为一名土
木工程师的责任之重

安排专门课题,让学生通过
网络检索并总结历史上由于
失稳而导致的严重钢结构事
故,使学生对钢结构稳定的
理解更深一层,激发学生求
真创新的科学精神

钢结构的
连接

1)了解钢结构对连
接 的 要 求 和 连 接
方法
2) 掌握对接焊缝、
角焊缝的构造和计
算方法
3)了解普通螺栓连
接的构造和计算
4)掌握高强度螺栓
连接的性能和计算

思政建设目标: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
钢结构是由钢板、型钢等通过连接组成构件,各构
件再通过一定的连接方式安装形成整体结构。 连
接部分的承载能力、刚度和延性直接关系到钢结
构的安全性和寿命。 历史上,由于连接方式及节
点的细部构造、计算和施工等的不合理,导致的工
程事故屡见不鲜,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 通过对相关事故的讲解,建立起学生对规
范设计和施工的基本认识

通过工程事故的讲解,提高
学生的专业道德修养,让学
生明白坚守专业底线的重
要性

钢结构的
脆性断裂
和疲劳

1)掌握钢结构的脆
性 断 裂 及 其 防 范
措施
2)熟悉钢结构的疲
劳破损
3)掌握钢结构的疲
劳应力幅准则

思政建设目标: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
历史上,钢结构的非过载脆性破坏和疲劳破坏屡
有发生,需要通过严格的设计和合理的措施,降低
钢结构发生损伤的概率,使学生认识到钢结构构
造措施对保证钢结构安全性的重要性

通过向学生展示钢结构疲劳
试验方案、照片和相关视频,
让学生了解疲劳损伤的特点
和疲劳验算的必要性,并介
绍我国在钢结构疲劳研究方
面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
为学生树立勇于探索、与时
俱进的科学精神

三、
 

思政元素融入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案例

思政元素的融入应找准切入点,将专业知识与工程案例、工程建设成就和社会热点事件等融

合[7] ,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目的。 为达到思政建设目标,通过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案例,将思

政元素融入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
(一)制度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融入案例

1. 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横贯钱塘江南北,是连接沪杭铁路、杭甬铁路、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 钱塘江大桥

由茅以升先生主持设计、修建,也是中国自行设计和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 该桥始建于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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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37 年 11 月全桥通车,为阻断侵华日军继续南下,于 1937 年 12 月被炸毁,抗战胜利后,茅以升

先生于 1948 年 5 月又主持修复了大桥,并安全使用至今。 该案例的课件 PPT 截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钱塘江大桥案例课件截图

通过讲述茅以升先生主持设计、修建钱塘江大桥,但在全桥通车仅一月有余就迫不得已炸毁的

这段让人心痛的历史,让学生清楚认识到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实力,
才能不受制于人。 在案例中,以“钱塘断桥膏药旗,中华之痛永勿忘”概述这段中国人永不应忘怀的

历史,提高学生的爱国情怀。 同时,在案例的最后附上今日钱塘江大桥的照片,向学生介绍钱塘江

大桥的现状,通过两幅照片的对比,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今日的繁荣安定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塘江(杭州段)上已经修建十座造型

各异的跨江大桥,其中既有传统的简支梁桥、连续梁桥,也有造型美观、新颖的斜拉桥、连续梁-拱组

合桥等。 杭州跨钱塘江大桥的数量由一到十的过程,正是我国近现代由乱到治到复兴的历史发展

过程的缩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通过钱塘江大桥案例的讲解,今昔对比,让
学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钱塘江(杭州段)的十座跨江大桥中,位于钱塘江河口段的九堡大桥,于 2012 年建成通车,采用

3×210
 

m 的连续梁-拱组合桥,是中国第一座全桥采用组合结构的越江桥梁,为推动组合结构桥梁

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九堡大桥方案设计时,从良渚文化中“玉璜”的构型符号中得到灵感,抽象出

桥梁拱圈的造型元素[8] 。 同时,该桥通过三拱连续,使桥梁静若玉璜倒映水面,动如澎湃江潮,气势

雄伟,九堡大桥完美地将桥梁的结构造型与文化品格结合,创造出属于杭州地域特色的桥梁景观。
“玉璜”起源于良渚文化,是巫师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佩戴的一种礼仪性挂饰,上饰或繁或简的神人

兽面图案,以彰显其神秘身份。
 

“玉璜”也是《周礼》一书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之

一。 通过九堡大桥从“玉璜”中得到灵感,将传统文化与桥梁造型完美结合,让学生看到中华文化的

源远流长和强大的生命力,让工科学生明白民族文化也可以在实际工程中得到良好体现,增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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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自信心,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增强工科学生的历史

文化视野。
2. 南京长江大桥与 16Mn 钢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 1968 年,采用钢桁梁结构,跨径布置为:(128+9×160)
 

m,是长江上第一座

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公铁两用特大桥。 在苏联不能如约提供钢材的情况下,1963 年,鞍山钢

铁公司克服万难,研制出 16Mn 桥梁钢(屈服强度 fy ⩾ 345
 

MPa,即当前广泛采用的 Q345q 钢),并生

产 16Mn 钢 1. 4 万 t,保证了大桥的顺利建成通车,如图 2(a)所示。

图 2　 南京长江大桥案例课件截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 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与 16Mn 钢这段历史的讲解,让学生了

解老一辈科学家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此外,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许世友将军采用 118 辆坦克检验桥梁承载力,如图 2(b)所示,可以让学

生更为深入地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建成南京长江大桥的喜悦感、自豪感和对

本国技术的自信心。
在案例的最后,介绍我国 2020 年建成的世界首座跨径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沪通长江

大桥,如图 2(c)所示,特别是该桥钢桁梁所采用钢材的屈服强度达 500
 

MPa,是当前我国强度最高

的结构钢。 屈服强度 345
 

MPa 的 16Mn 钢到屈服强度 500
 

MPa 的新型钢材的这段历史,让学生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增强学生的制度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让学生清楚

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能走向更为繁荣富强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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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的融入案例

1. 綦江彩虹桥垮塌事故

綦江彩虹桥是一座跨径 120
 

m 的中承式钢管混凝土跨河人行桥。 1994 年,该桥在未向有关部

门申请立项的情况下即开工修建,并于 1996 年竣工。 1999 年 1 月 4 日,30 余名群众与 22 名武警战

士通过该桥时,桥梁突然垮塌,桥上群众和武警战士全部落水,经全力抢救,仅 14 人生还,40 人遇

难。 后经专家组取证、分析,该桥的拱架钢管连接焊缝普遍存在裂纹、未焊透、未熔合、气孔、夹渣等

严重缺陷,质量达不到二级焊缝验收标准;内填混凝土强度不足,普遍低于设计标号的 1 / 3;吊索和

铆具等都有严重锈蚀;工程承发包不符合国家建筑管理规定和要求,施工单位系个人挂靠行为,不
具备市政工程施工资质。 该案例课件的 PPT 截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綦江彩虹桥案例课件截图

在《钢结构的连接》章节讲述此案例,强调焊缝质量对保证钢结构安全的重要性。 綦江彩虹桥

的垮塌是一起人为造成的严重事故,通过讲解该桥建设过程中种种不规范行为,让学生清楚严守专

业底线的重要性,使学生认识到今后无论从事设计、施工哪一职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规

范和政策,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
2. 英国米尔福德港桥垮塌事故

图 4　 英国米尔福德港桥案例课件截图

在《板件的稳定和屈曲后强度的利用》章节,引入英

国米尔福德港桥垮塌事故案例,课件截图如图 4 所示。
米尔福德港桥为一座 7 跨钢箱连续梁桥,1970 年 6 月 2
日边跨在悬臂安装过程中,当悬臂长度达 59. 6

 

m 时,墩
顶横隔板突然发生失稳,导致悬臂段垮塌,并使桥墩墩身

因受弯而开裂。 该桥采用斜腹板钢箱梁,腹板所受剪力

的水平分力,将对钢箱梁横隔板产生轴压力作用,当时英

国的设计、施工规范并未意识到该问题,墩顶横隔板设计

强度不足。 随着悬臂段长度的增加,墩顶箱梁截面的剪

力不断增加,横隔板所受轴压力不断增大,最终达到临界

值而发生屈曲失稳破坏,并导致桥梁悬臂段垮塌。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千米之桥毁于失稳。”通过

米尔福德港桥垮塌事故案例,让学生切实认识到开展钢结构设计和计算分析时,必须全面、细致,应
具备精益求精、科学严谨的态度。 通过这一案例的讲解,也让学生认识到工程事故推动科技进步所

需付出的惨重代价,激发学生从事钢结构研究的学术志向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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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课程考核中,是当前许多高校工科专业课程教师都在积极尝试

与探索的问题。 当前,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成绩(70%)
组成。 其中,平时成绩由学生的出勤率和作业完成情况组成,期末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专业知识的

掌握情况。 因此,尝试将平时成绩占比提高到 50%,并将思政元素引入平时成绩考核中,对出勤率

考核方式和平时作业进行改革,改革后出勤率占总成绩 30%,平时作业占总成绩 20%,具体改革措

施如下:
(1)出勤率考核方式。 随着智能手机的应用,“低头族”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上的普遍现象,有的

学生虽然到课,但并未集中精力听课,而是低头玩手机。 传统点名方式虽然可以让学生按时上课,
但人到心未到。 如何将学生的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到课堂上来,已成为困扰高校教师的主要问题之

一。 对于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宜疏不宜堵,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性,引导学生将手机用于

课程学习。 因此,对传统的学生出勤率考核方式进行改革,首先,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点相结合

构建以选择题和判断题为主的试题库;然后,在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的相应知识点讲授后,通过超

星学习通 APP 推送给学生,并在课堂上让学生作答;最后,统计每个学生的最终得分,作为出勤率考

核成绩。 通过这一方式,可以让学生在听课过程中保持注意力,完成课堂答题,取得考核成绩,同时

也可以考查学生的出勤情况。
(2)平时作业。 钢结构设计原理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为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过去

都是在重点、难点知识讲授后,布置教材上相应的习题作为平时作业,让学生课后完成。 但是,这种

方式无法杜绝抄袭现象,达不到考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目的。 因此,以“话题讨论”或“课题汇报”
等开放性的考核方式代替传统的平时作业考核方式。 首先,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观看《大国建造》和

《港珠澳大桥》等介绍我国近年来代表性工程的纪录片,并充分利用学习通 APP 构建第二课堂;然
后,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一小组针对我国钢结构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钢结构的发展趋势、超大

跨径桥梁和跨海桥梁建设的挑战与展望等思政元素相互讨论、总结;最后,以组为单位提交附有查

重报告的总结报告,根据总结报告给出成绩。 改革后的平时作业可以增强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
学生认识到科技进步对钢结构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达到对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成果全面评估的目的。

五、结语

在当前“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工科专业课程教师应“守好自己的渠” “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在
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思政元素,达到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育人的目的。 工科专业课程内容

不同于文科课程,公式多、理论多,学生学习起来多感枯燥,通过融入思政元素,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 因此,基于“四个自信”,并结合钢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特点,
确定了制度认同、文化自信、专业道德修养和科学精神等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同时,围绕课程思政

建设目标,将工程案例、工程建设成就和社会热点事件等融入专业知识点,探索思政元素的融入途

径和方法,可为其他工科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提供参考,但是改革成效仍需时间检验,将在教学

实践后,总结改革效果并探索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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