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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工程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组织与资源建设

——以隧道工程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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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流课程建设的背景下，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也应及时开展教学内容与资源的重构，为课

程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奠定重要基础。以隧道工程课程为例，分析了目前课程教学中的困境，并介绍了工

程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组织思路，包括纲领性的教学大纲编写、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设计、模块化的教学

内容组织、实践性的教学资源配置、系统性的思政元素体现等方面。通过完备的教学内容组织、丰富的

教学资源配套和全面的思政元素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助力一流课程建设

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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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把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到课程

建设上来，以新理念引领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以目标为导向加强课程建设，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

创新教学方法，全面推进全国一流本科课程建设［1］。同时，一流本科课程的建设内涵也与工程教育

认证的核心理念（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一致，对于各类工程本科专业的认证也有促进作

用［2-3］。自此之后，全国各高等学校纷纷对标“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开始了各类一

流本科课程的建设工作［4-6］。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而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学内容与资源的建设是最为基础的工作

内容之一。在经过精心设计、良好组织所形成的系统而全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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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一度”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标准，开展相应的课程教学设计、教学实施、课程达成度评价和持

续改进等工作。因此，对于一门课程来说，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开展相应的教学内容组织和资源

建设，是达到一流课程建设目标和标准的重要基石。

基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铁道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等专业的主干课隧道工程的教学

实践，探讨如何基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要求，组织和建设好相应的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为一流

课程的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有效支撑。希望本文所提出的一些模式或思路，能对其他同类专业课

程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一、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隧道工程是土木工程专业隧道及地下工程方向、铁道工程方向、道路工程方向、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方向，以及其他几个特设专业中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授隧道工程的勘测、设计、施

工、维修与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西南交通大学（原唐山铁道学院）于 1952年设立了隧道专业并

开始招收本科生，在此阶段也同步开设了隧道类的专业课程，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虽然相关课程

开设的历史悠久，但是在行业及技术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也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一） 课程教学内容不够完备、主线不明晰

隧道工程是一门多学科相结合的交叉课程，从专业领域来说覆盖了地质工程、岩土工程、结构

工程、交通工程等，知识体系相对庞杂，头绪繁多［7-8］。这是该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具体的教学

内容组织上，如果不抓住其中的主线，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区分学习重点的话，就容易使学生产生

混淆，影响教学效果和课程目标达成。

此外，由于行业的区分，铁路、公路、地铁、水利、电力等对于隧道结构及附属设施的设计要求也

有一定区别，在一本教材中很难同时把各种隧道的相关内容完全纳入，并做系统性的区分，对课程

的教学实施也造成一定的困难。目前，国内正在使用各类隧道工程的教材约20种以上，但是绝大多

数的教材只能侧重于公路或铁路某一种类型的隧道，而没有将相关内容进行有效整合，造成学生对

隧道工程知识体系的缺失，视野受限。近年来又受到课时压缩的影响，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二） 课程教学主要侧重理论，与实践脱节

隧道工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覆盖的施工技术包括矿山法、明挖法、机械开挖法等，为

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施工方法，必须要加强实践性教学资源的建设。由于编写教材的教师积累的资

料缺乏系统性及教材形式受限等因素的影响，呈现给学生的教学资源偏少，主要以理论教学的方法

开展课程内容的学习，学生不易理解和掌握隧道工程的现场实用技术，造成与工程实践脱节［7］。

为解决此问题，各院校主要是通过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环节对学生相关的知识进行补充，对

相关技能进行训练。但是，由于在实习实训环节中也存在诸多不可控的因素，如实习的工程类型有

限、实习经费限制等，也难以全面覆盖隧道工程实践中学生需要掌握的所有技术要点。因此，仍然

要重视隧道工程课程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教学内容和资源的建设。

（三） 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滞后于行业发展

随着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铁路、公路、地铁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在工程实践中隧道工程技术的

发展进步较快，一些新的设计方法、施工技术、机械装备等纷纷出现。而教材的修编周期往往较长，

131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年第 33 卷第 3 期

不能及时地反映行业最新进展，导致课程教学内容和资源陈旧，滞后于行业的发展，这个可能是同

类专业课程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

此外，为增加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教学内容，也应适当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与科研成果结合的内

容，启发学生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9］。但这方面也受到授课教师或教

材编写团队的研究方向、科研成果积累等因素的限制，往往会在不同的院校中存在一定差异。

（四） 课程思政元素较为零散

在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0］之前，虽然隧道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

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课程思政的元素，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如隧道发展历史、重大隧道工程案

例等，但没有经过系统梳理，较为零散，体系性不强，其内涵建设和系统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此外，对于该课程的授课教师来说，由于刚开始系统性地进行课程思政的建设工作，目前也暂

时存在对课程思政如何与课程教学有机融合的问题，往往因人而异，实施效果波动性较大。

（五） 课程建设中“两性一度”的对标挑战

虽然隧道工程是一门开设时间较长、特色鲜明的传统工程专业课，课程建设的经验和成果非常

多，但是在“两性一度”的一流课程建设新标准下，也面临诸多挑战。

高阶性。与其他工程专业课类似，在隧道工程课程教学中侧重知识讲授，而对能力与素质的培

养则较为弱化，学生主要掌握隧道工程的基础知识，而对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应用及结合复杂工

程问题的分析、评价、创新等能力较弱。

创新性。由于教材内容与教学资源的滞后问题，隧道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于行业发展中的

前沿性与时代性内容往往反映不够及时，对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引入则会受到授课教师团队自身科

研积累的影响，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挑战度。在隧道工程课程教学设计中，由于课程通常偏理论，对于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的内

容设置偏少。此外，课程教学资源的丰富程度也往往是开展这类教学环节和对学生科学“增负”的

重要前提。

综合以上分析，在一流课程建设的新形势下，隧道工程课程需要组织较为强大的课程教学团队

及联合企业单位，重新系统梳理和全面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和资源，并通过精心的课程设计，全面达

到“两性一度”的标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的组织思路

围绕西南交通大学隧道工程的教学需求，简要介绍相关教学内容与资源的组织与建设思路。

（一） 纲领性的教学大纲编写

在开展具体的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组织与建设之前，必须要根据课程的定位和教学目标，编写

合理、完善的教学大纲，用于指导课程的建设和实施。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也是支持毕业

要求达成的基础环节，因此，要根据学校相关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和课程支撑矩阵，梳理该

课程的教学目标，做好课程的顶层设计，以明确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必要的教学资源。

隧道工程是铁道工程、道路工程、地下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目前在

第6学期开设，与前置的建筑材料、土力学、结构力学、工程地质等课程衔接，并为学生后续从事课程

132



蒋雅君，等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组织与资源建设——以隧道工程课程为例

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奠定重要基础。根据课程体系的总体设置，该课程需要让学生系统性地

掌握隧道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运营与养护等全生命周期的学科知识，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技术能

力，并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工程价值观。根据以上课程总体目标，逐层对应进行课程教学目标

的分解，并落实到教学内容和资源的组织与建设上，再进行合理的课程教学设计和实施，达成课程

教学目标。

（二） 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设计

在教学大纲编制完成后，需要进行课程的知识体系设计，让学生在课程学习完成后构建起结构

化的隧道工程学科知识体系。按照课程的定位和目标，将隧道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运营与养护等

全生命周期的学科知识点按逻辑关系和递进顺序逐层分解，形成一个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阶段中，应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按隧道工程的全生命周期顺序和逻辑关系安排相关的

知识点，由浅入深地合理组织知识体系结构。此外，还应注意区分课程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在保

证知识体系结构均衡性的前提下，对隧道结构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等要点适当细化和加强，以保证

学生在隧道工程相关的设计、施工中具备扎实的知识和技能。

（三） 模块化的教学内容组织

从教学实施的便利性出发，对于所构建的课程知识体系，进行模块化的教学内容组织。根据知

识结构体系，按知识点的关联性和递进关系，细化为若干章节单元，便于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因

此，在教学章节单元组织中，对应于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按学习线索将相关知识点落实到具体的内

容组织上。

在隧道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组织上，需要关注行业目前发展的现状，及时引入一些新的技术内

容，应对标最新的行业规范和工程案例组织相应的教学内容，尽可能地保证教学内容不与行业脱

节。此外，结合教学团队所开展的科研工作，也应适当引入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反映行业和技

术的发展趋势并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

（四） 实践性的教学资源配置

隧道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而学生在学习阶段往往缺少现场实践的机会，必须在

课程学习阶段，根据课程教学的需要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一些源自实际工程的案例、影像资料、虚

拟仿真实验等资源，以弥补授课过程中实践环节不足的问题。

这部分的资源建设，除了依靠课程教学团队自身积累的科研项目外，还应联合施工企业共同开

展，尽可能地丰富和补充实践性的教学资源。此外，对教学资源也应进行筛选，避免海量资源对学

生造成的冲击和增加不必要的负荷，反而降低了学习效果。

（五） 系统性的思政元素体现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0］，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

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为达

到以上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应根据课程的属性和特点，构建必要的思政元素体系，包括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程法治教育、职业理

想和道德教育，根据教学内容的展开，适当融入课程教学活动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目的。

根据隧道工程实践性较强且与工程结合紧密的特点，较为适宜的思政元素主要为工程案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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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史和知名人物［11-12］。通过合适的工程案例等基础资料筛选，剖析其中的思政元素和内涵，并融

入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中，强化对学生的正确价值塑造。

三、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的建设实效

历经 4年的建设，西南交通大学隧道工程课程组教师联合中国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对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进行了系统性更新，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立体化的新形态教

材［13］，作为课程教学内容与资源的重要载体。

（一） 完备的教学内容组织

依托西南交通大学在隧道工程学科的传统优势和行业特色，组织了 12位科研和教学一线的骨

干教师，对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编写。在教材中形成系统性的12章课程教学内容，全面覆盖隧道

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运营与养护等全生命周期环节，以设计、施工为重点教学内容，并将铁路、

公路隧道的相关知识点进行了有机融合。

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中，考虑到外校选用教材及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适当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扩

充，以便适应 32、48等不同学时课程的教学需要。其中，32学时以采用钻爆法修建的山岭隧道相关

内容为教学重点，48学时则可以全面兼顾盾构法、掘进机法、顶管法及明挖法等隧道修建技术的教

学需求。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为保证教学内容的完备性和时效性，参考了 34本铁路、公路、地铁、市政

等行业的现行技术规范，以及100本同类教材、学术专著和论文，以反映目前国内外隧道工程的技术

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课程教师团队的部分科研成果也被适当引入教材的编写中，如隧道围岩分

级标准、隧道施工机械化配套、隧道防水新技术、隧道防灾救援等。同时，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适

当舍去了部分已经过时的理论和技术内容，积极纳入行业新技术和介绍新的理论与方法，以保证教

学内容与时代和行业发展同步。

完备的教学内容组织，拓展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并及时将学术研究、科技发展前沿成果引入课

程，是达成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和考核

评价，就可以实现一流课程的建设目标，更好地达成课程及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14-15］。

（二） 丰富的教学资源配套

为弥补隧道工程实践性教学活动不足的局限，对课程的教学资源也进行了全面的配套建设，形

成了包括课件、案例、影像资料、虚拟仿真实验等立体化的教学资源库。在教材每一章的最后一页

附有相应的资源二维码，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相应的资源页面，阅读和浏览提供的

在线资源。

在配套的教学资源中，由中国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在隧道施工现场摄制的钻爆法隧道施工

技术系列视频尤为珍贵，全面反映了目前国内山岭隧道最新的施工技术现状，并让学生能身临其境

地学习钻爆法隧道施工技术，结合课程的理论学习掌握相关的技术要点。此外，结合西南交通大学

教学改革项目建设的成果，还提供了“地下工程防水”和“隧道施工通风”两个虚拟仿真实验，免费向

师生开放，以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并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课程的相关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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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面的思政元素体系

在课程教学内容组织和教学资源建设中，全面构建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将我国隧道工程发展

历史、知名人物、重大工程案例等，融入教材编写、课件编制、案例和资源建设中，对学生进行全面的

理想信念、传统文化、工程法制、职业道德教育，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比如，在绪论部分介绍了中国隧道工程的历史与成就，重点梳理了建国之后我国铁路隧道的建

设历史，对我国隧道工程技术人员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条件下所取得隧道建设成就进行介绍，对

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又以隧道工程知名专家王梦恕院士

为例（也是西南交通大学校友），介绍其在工程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浅埋暗挖法”对隧道工程的创造

性贡献和成就，鼓励学生追求大国工匠的精神。在课程中穿插的部分案例中，也通过引入中国近年

来实施的世纪大工程，如川藏铁路、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等，介绍我国隧道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通过历史、人物、案例等思政元素载体的全面引入，构建

全面的课程思政体系，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

四、结语

以隧道工程课程为例，介绍了在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组织与资源建设思

路和实效。目前该课程的教材、教学资源已经被国内几十所院校所采用，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力和获得了诸多好评。基于本文所做的一些课程建设工作和经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供读者参考。

（1）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新形势下，为达成工程专业课程的“两性一度”建设标准，完备的教

学内容组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配套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应在做好课程顶层设计的前提下，重视相应

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建设工作。

（2）基于工程专业课程的属性和特点，尤其是实践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应遵循学生认知规律

和课程教学实施过程的要求，丰富配套的实践性教学资源，才能较好地弥补专业课程重理论轻实践

的现状，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3）工程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可以从发展历史、知名人物、重大工程案例等方面去充分挖掘，并

形成具有课程特色的课程思政元素体系，有机融入课程的教学活动中，达成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

除此之外，根据各院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和目标差异，以及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理念，对课程进

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如基于OBE的教学设计），选用合适的教学节奏和方法、学习主线、考核评价等，

以综合支撑达成所需的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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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ntent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specialt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tunne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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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P. R. China；2. Machinery 
Industry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7, P. R. China；3. China Machine Press, Beijing 100037,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resources in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of engineering specialty should also be carried out in time, 
so as to la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aking the 
tunnel engineer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course teaching, and 
introduc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ation ideas of engineering courses, including programmatic syllabus 
compilation, structured knowledge system design, modular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a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tc. Through a complete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ation,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and a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 system, a relatively 
complet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resources have been formed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first 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tunnel engineering;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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