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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建筑体系整合课程思政建设
思考与探索

吴 蔚
（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当前我国课程思政建设主要集中在本科教育阶段，研究生思政教育起步相对较晚。作为更高

层次的高等教育，研究生思政教育也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一环。以南京大学建筑技术课程建筑体系

整合为例，从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四个方面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表明，结

合社会需求重构课程体系，将立德树人精神贯穿于专业课程教育中，以潜移默化方式，多方位、多层次融

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课程思政；研究生课程；建筑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4）02-0149-06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强化执行《关于深化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我国高校正

全面推动课程思政建设［1-3］。建筑学作为跨学科专业，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一代建筑师不仅

要有较强的职业技能，还需紧跟时代脚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素养。正如邱开金［4］认为“课程思

政建设可以帮助学生养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目前，我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主要集中在本科教育阶段，研究生思政教育起步较晚。尽管研究

生教育仍属职业教育范畴，但与本科教育仍有较大区别［3］。既往研究表明，研究生的课程思政教育

存在教学方式显性化、形式化与功利化的困境［4］，有必要结合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根据研究

生群体的特点及价值追求，探索一条有效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思路。以南京大学研究

生院推动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为契机，以建筑技术研究生课程建筑体系整合为例，从课程定

位、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 4个方面探讨课程思政建设融入研究生教学，在分享思政教改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更有操作性和实效性的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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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体系整合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

建筑体系整合是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涵盖了建筑体系整合理论

（Building System Integration）、建筑使用后整体评价（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and Total Building Per⁃
formance）及建筑技术理论研究方法三大知识模块。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建筑技术理论知识和

使用后评估方法，让学生从整体建筑评估（Total Building Performance）角度发现和分析既有建筑存

在的实际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重新审视和评判建筑设计的理念和价值系统，树立建筑环境意识和可

持续发展价值观。该课程为建筑技术方向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对南京大学其他专业研究生

开放选修。作为专业性较强的工科课程，建筑体系整合在实施课程思政教改上主要面临以下三方

面的难题。

（1）教学内容上，建筑体系整合作为一门新课程，借鉴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先进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涵盖了国外最前沿的建筑专业理论知识。目前

国内仅有南京大学建筑学系开设此课程，其专业教材、讲义和阅读材料均以英文为主，少部分教学

内容被翻译成了中文，因此在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上有一定难度。

（2）建筑体系整合课程不仅是建筑技术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而且是全校其他专业研究生的

开放选修课。考虑到选修建筑体系整合课程的研究生来自不同院系，学生背景复杂，知识水平参差

不齐，为更好地让学生吸收知识，较多新型教学工具或模式被采用，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翻转课堂

等。将课程思政教学应用在新型教学模式和工具上，相关研究和可借鉴的经验还较少［5］，需要结合

专业课程实践进行探索。

（3）在课程时间和教学安排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较多，课时安排紧凑，如

建筑体系整合课程被安排在学期的前 8周，每次课堂时间为 4小时。课程内容多、安排紧凑且每次

课时较长，对教师和学生都是新的挑战。

二、课程定位上强化课程思政教学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是将德育贯穿于课程体系的各个环节，通过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相结合，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6］。明晰课程定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和起点，明

确课程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重构课程体系，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

建筑专业教学的目标是培养优秀的建筑师，但目前我国建筑教育界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以

建筑设计为主导的专业教学模式下，建筑学专业学生重艺术、轻技术，重形态分析、轻客观量化，理

论与实际脱节，对我国国情、社情了解不够，设计出来的作品存在“贪大、媚洋、奇怪”等线象。解决

上述问题，需打破建筑技术专业理论与建筑师价值观培养之间、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培养之间

的壁垒。尝试将科学探索精神贯穿于专业课程教育之中，引导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将知识践行

于日常生活。通过对建筑体系整合课程重新予以定位，即在借鉴西方先进知识的前提下，落实我国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延续中华文化文脉、

展现时代精神的同时，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专业课程教学中，激发建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探索精

神、文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

150



吴 蔚 高校建筑体系整合课程思政建设思考与探索

三、建筑体系整合教学内容重组

建筑体系整合（Building System Integration）专业理论知识包括建筑技术基础理论、建筑体系整

合理论和建筑使用后整体评价。其中，建筑技术基础理论知识为线上慕课。根据新课程定位，对教

学内容进行整合与重构，见表 1。建筑体系整合理论包括建筑体系整合概念、从整合的角度解读各

个建筑体系的方法以及体系之间的关系。建筑使用后整体评价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即利用建筑整

合的理念分析和评估建筑整体环境。课程内容围绕对学生的价值引导和品德培养展开，如在讲授

建筑技术发展史时，除了讲授工业革命后西方建筑发展史，还加入了我国建筑发展史中优秀古建筑

和先进建造技术，特别是在选址、空间布局、建造技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平衡建筑与环境、建筑与

人、建筑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智慧。

为实现建筑体系整合课程本土化，在讲授建筑体系整合基础理论时，有意识地增加我国最新国

情和社情内容介绍。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到“十四五”发展规划，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理念。此外，学生学习使用后整

体评估理论的同时，用生态和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建筑的发展现状，明晰我国传统民居中人

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挖掘其中的生态建筑思想、人文意识及和谐理念，进而支持

并形成健康、科学的现代建筑文化理念及实践。建筑体系整合课程将原本实践认知内容从2个课时

增加到 6个课时，使学生有充足时间实地参观。被缩短的前 2个课时为建筑使用后整体评估，这部

分内容被整合到实地参观环节讲解，让学生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将原本个人作业改成团队作业，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且以组为单位缩短课堂汇报时间。

无论是建筑体系整合专业课内容，还是新增添的课程思政内容，其教学内核一致。多方位、多

层面将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想价值引领互相关联，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主线任务，贯穿在专业课程

中，通过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和学习热情，将“教、学、思”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施

建筑体系整合课程采用了较多新型教学模式，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翻转课堂等。利用新型教

学模式将课程思政内容中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品德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中，需要教师结合当代学

生的特点，探索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方法。利用新工具积极开展了“走出去、领进来”的主动教学方

表 1 课程思政教改前后教学内容与课时对比

原教学内容

建筑体系中的美和艺术：工业
革命后西方建筑技术发展史

建筑体系整合理论

建筑使用后整体评估理论

实践认知

学生汇报

课时

4

10

12

2

4

思政课程教改后的教学内容

增加我国历史发展中所涌现的优秀古建筑和古人在建造技术上的辉煌成
就，以及当前我国建筑智能化水平的蓬勃发展现状

增加我国现行的建筑规范，以及我国建筑的发展趋势，从最新的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城乡绿色发展意见到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等

让学生学习从建筑使用者的角度、以人为本的认识建筑，让学生更多地从建筑
的实际使用出发，从整体建筑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去考虑规划和建筑设计

充分利用南京本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将学生带到红色教育基地，在红色教
育基地，进行了室内空间、声、光、热、室内空气质量等一系列测量，进行建
筑使用后整体评估

将个人作业改成小组作业，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鼓励学生深入挖掘
专业内容中的思政元素

课时

4

10

1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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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尝试建构以社会需求和学生兴趣为导向，以培养建筑师职业修养和正确价值观为目标，开放式、

双向型的灵活教学模式。以建筑体系整合的实践认知教学内容为例，简述该教学实施过程。

（1）选择南京本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组织学生到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参观学习。教师通过

带领学生参观园区不同时代的工业建筑，认识不同时代建造技术和材料使用情况，了解建筑物的结

构与构造、保温与隔热、采光等物理环境的差异，探讨体系整合理论与建筑实践的关系。

（2）引导学生选择金陵兵工展览馆，并以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老厂房为研究对象，进行室内空

间、声、光、热、空气质量等指标测量，对其进行建筑使用后整体评估。在进行建筑物理环境实地测

量和评估时，金陵兵工展览馆中有革命意义和历史传承的图片和实物给学生都下了深刻的印象，让

学生学习掌握使用后整体评价理论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聘请原晨光厂的退休老党员宋建中先生作为实践导师，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军事工业和兵

器工业的摇篮——金陵兵工厂，介绍其发展历程，了解其以国为重、以军为本的宗旨，以及晨光集团

为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课程体系整合课程有意识地增加综合实践内容，利用南京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带领学生走出教

室，通过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建筑技术理论知识，在实地开展使用后建筑整体评估，让学生能够做到

理论联系实际，充分了解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和现状。聘请老党员进行现场思政教学，让学生在学习

建筑体系整合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进而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政教育。

五、课程思政教育的考核模式

学生思政水平考核不同于专业知识考核，体现在学生日常的精神风貌、言行举止上，如果简单

地将思政课题指标化，在课业考试中加入思政试题，违背了课程思政教学的初衷和目标，效果也不

尽人意。为配合课程思政教改需要，学生考核方式左虎相应调整，取消了传统应试考试，转向以平

时表现和课程报告为考核内容。其中，平时表现成绩占比提高到 40%，包括学生出勤率、线上线下

课堂讨论参与度等；课程报告占 60%，采用实地建筑评估报告方式，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在建筑

实践中，以小组作业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不惧失败等品性。

在考核评分中，平时表现和最终的课程报告适当加入思政内容的权重评分项，让学生有意识地

学习课程思政内容，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从学生递交的课程报告看出，添加权重评分项的措

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思政学习的积极性，如最终的课程报告和课堂汇报，学习小组都添加了相关思

政内容，除去专业知识，学生都或多或少地介绍了实地参观的历史背景。

六、课程思政建设的经验与思考

总体而言，建筑体系整合课程的思政改革实践较为成功，该课程已被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评为研

究生课程思政标案课程，并被推荐为南京大学研究生思政课程推荐案例。较多学生认为思政内容

添加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国情和社情，对其培养爱国情操有较大帮助。在对学生

的回访中，在与学生的回访交流中可知，大部分学生表示实地参观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仅学到

较多的专业知识，也了解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文脉，认识到一个建筑从设计、施工到使用，不仅

面临着一系列综合、复杂的技术问题，也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1. 在重构课程体系基础上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建筑体系整合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研究生课程，其教学内容主要教授国外先进的专业技术理

论知识，如果简单地将课程思政内容添加在专业知识里，不仅会影响到课程本身的完整性和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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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教师从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在

重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特别是研究生在心理、生理上都趋于成熟，且形成了较

稳定的价值观，不会简单的认同或不认同某个观点，而是把价值取向放在义利并重的考量中［7］，因

此，只有在重构课程体系中添加思政教育内容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兴趣、契合研究生的价值诉求。

如教学团队针对建筑学研究生面对的就业需求，着重介绍我国当前的建筑发展现状及创新创业的

机遇和挑战。同时，走出课堂，开展实地参观则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眼界，更好地做到理

论联系实际。

2. 将价值塑造要素有机地融入专业知识

客观而言，不同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难易程度有较大差别，文科课程资源丰富，相对容易融合，

理工科课程的设计难度相对加大［8-9］。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

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10］专业课程思政教学需将思政内容

内化于课程教学规划、课堂教授、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用主流德育理念和科学思维方法引导学

生。加强教师自我修养和师德师风的建设，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好教师，进而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培养其道德素养。

3. 在学校层面搭建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平台和构建整体课程体系

与以往重视专业教育不同，大学思政教学属于德育教育，需在长期潜移默化过程中实现。因

此，高校首先应在硬件上支持和建设覆盖专业的课程思政平台和交流平台，如与大学接轨的红色教

育基地。其次，需要学校在政策和教学资源上支持。课程思政建设对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较高，

教师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和增添新的课程

内容，学校在政策和教学资源上大力支持，如配备助教、对教师绩效考核的倾向等。最后，课程思政

建设必须建立和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制定和落实院系领导专项负责制度。建筑体系整合课程开设

在春季，开课时间是 1—8周，而研究生院的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则从第 8周才正式启动，导致教学资

源无法有效联动。由此可见，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学校、领导、教师等多方联动，积极配合。

七、结语

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紧扣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体系中，是每一位高校教师的应尽之则。依托研究生专业教育，促进专业教育与思政内容有

机融合，让学生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有效弥补传统建筑学专业教育的薄弱之处，培

养德才兼备合格建筑师。建筑体系整合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在重构课程体系基础上，重新定位课

程，从课程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出发，结合学生实际需要，让研究生从复杂多变的客观实际中，明确发展目标，

提高运用中国理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教师作为学生能力培养的指路人，需把握高校

教书育人工作中价值、知识、能力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促进学生更

深层次、更多维度地理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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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ing of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Graduate Study

WU We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mainly 
focused in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it has just started for postgraduate study. As an advanced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udy is also important. Takes a graduate course “Advanced 
Building System Integration”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of Nanj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ourse’s nature and 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e reform is conducted from four 
aspects: the course orientatio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and assessment method. The key and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reposition the course. The course was first repositioned around the theme of "Strengthening 
Morality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has also been reconstructed and reintegrated based on the new 
teaching theme. Its main purposes are to break the barriers between building technology theor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rchitects'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as well as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students, it attempts to develop an open and two-way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aims cultivating architects'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nd correct values. In 
addition,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ode is a useful tool to cooperate with the reform. This study shows that 
a successful reform should be based on re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ccording the actual need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naturally into multiple 
directions and levels of a course. Be imperceptibly gui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it is better to integrate the spirit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to highe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education.

Key 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raduated Cours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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