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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岩土工程勘察课程
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路径探讨

左昌群， 焦玉勇， 谭 飞， 李雪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新工科”和“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提出及融合给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挑战和改革动力，

如何在“新工科”背景下推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培养具有优秀思想政治素养的“新工科”人才是高校面

临的重要任务。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土工程勘察课程为着力点，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学生认知需

求，设计课程思政目标，挖掘了四个维度的思政元素，构建了课程思政全阶段闭环融合路径，完善了课程

教学目标需求，丰富了课程教学内容及资源素材，创新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拓展了岩土工程勘察课程的

深度、广度和温度，实现了专业学习和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育人目标，形成了工程类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

模式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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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

割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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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孕育而生，它通过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

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可

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高等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高等工程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2017年 2月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全力探索形成领跑全球工

程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工科作为高等工程教育的新范式，旨在

强化工程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水平［2］。“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强调要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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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把握新工科人才的核心素养，强化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法治意识和生态意

识，培养设计思维、工程思维、批判性思维和数字化思维，提升创新创业、跨学科交叉融合、自主终身

学习、沟通协商能力和工程领导力。

尽管“课程思政”和“新工科”从不同角度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建设指导意见，但两者在“育人”的

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课程思政是新工科教育中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也是造就高水平工程

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强大保障；新工科人才培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培养具有时代蕴

含和中国特色的高素质工程人才。

“新工科”与“课程思政”两大教育理念充分诠释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内涵、目标和原则，为新时期

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方向引领和行动指南。专业课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重要环节，对学生未来价

值观、专业观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同时，工程类专业课程多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发展成熟起

来，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蕴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是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主战场。如

何以专业课教学为载体，将“新工科”与“课程思政”进行有效的、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中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慧启迪目标的有机统一，对高校人才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也

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根本任务［3-4］。

近年来，高校教育工作者围绕工程类专业及配套课程开展了课程思政改革和实践的有益探索。

例如，程超等以“新工科”和“立德树人”要求为背景，对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内容展开了探

索［5］；徐腾飞等以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为例，探讨了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支撑

点、融入方法与典型案例［6］；蒋水华等从课程内涵挖掘与工程案例实践启发两个方面，研究了新时代

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重点强化了学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伦理教育［7］。但由于工科专业在学科

特点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专业课课程思政在理论和实践的成熟度、系统度及与教学知识的

衔接连贯度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提高。

岩土工程勘察是我校土木工程的专业核心课程，在几轮的课程教学实践中，结合学科专业特点

和学情现状，不断探索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构建“新工科”和“课程思政”人才培养对标方案，完善课

程思政多途径融通策略和实现手段，逐步形成了“课前+课中+课后+考核”的闭环实施路径，实现了

“知识-能力-德育”三维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土木工程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助力，为国内工科院校专业课教学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课程特点及学情分析

（一） 课程特点

岩土工程勘察是我校土木工程、地质工程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主要介绍岩土工程勘察的基本

技术方法和各类建筑岩土工程勘察的要求及实施要点，共 32学时，3个教学单元。课程定位为在学

生系统学习了地质学基础、工程地质学、岩体力学、土力学等相关专业课程后再行开设的专业主干

课。课程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结合的特点，既有数据公式的理论推导又大量穿插了现场操作

测试，既有对规范条文的掌握理解又有对工程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课程教学内容与工程伦理、工

匠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等思政元素契合度较高。

由此可见，本专业课程在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方案中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有必要以此课程为切

入点，开展课程思政的改革和实践工作，为其他专业课程提供参考经验。

（二） 学情分析

课程面向大三学生，他们已经系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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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思政课程的学习，储备了一定的思政理论知识。

经过 2年多的大学生活，已形成了一定的思维认知能力，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螺旋上升的重要时

期。此外，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等受互联网的影响深刻，网络各种声音和意见对其意识形态的

影响显著。因此，必须围绕学生的专业背景、学习习惯、成长环境等制定相适应的高阶式课程思政

方案，真正实现“引人入胜中潜移默化，于无声处里恍然大悟”的思政育人效果。

（三） 课程思政现状

目前，各个高校都在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但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不多，

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1）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融合度低。目前，针对专业类课程思政工作

还处于摸索阶段，对国家颁布的指导文件、方案的参悟深度不够，同时也缺少行业间的交流和成功

范式借鉴，仍存在“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两条腿走路的情况，达不到预期思政效果。（2）课程思政

缺乏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目前，有些教师在课程思政时，仅仅对部分知识点零散地添加思政元

素，碎片化地进行思政融入，缺少针对课程结构本身的系统思政方案建设。（3）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和时政热点的掌握和学习仍较缺

乏，使得在具体教学中案例或资料无法做到与时俱进，难以激起学生对课程思政的热情。

二、课程思政目标及元素挖掘

（一） 课程思政目标构建

思政目标是课程思政的实施依据和育人效果评价的准则，构建合理清晰的课程思政目标有助

于课程思政内容的建设和教学过程的设计［8］。对标《“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9］、《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等需求，围绕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专业育人”和“思政育人”两个

环节确定了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思政的目标。

专业育人目标：通过系统的课程组织和教学环节，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科学精神结

合，使学生掌握岩土工程勘察的基本内容和基础知识，形成在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中认识各种工程地

质问题，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思政育人目标：强化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培养学

生辩证思维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

担当。

（二） 多维度思政元素挖掘

立足课程特点及价值理念，围绕学生的情感需要及认知水平，深入挖掘了四个维度的课程思政

元素，主要体现如下。

（1）维度一：政治认同与国家意识。包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厚植家国情怀、民族情怀。

（2）维度二：科学精神与哲学思维。包括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

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创新实践、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维度三：品德修养与法治精神。包括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在知识传播中实现

价值引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砥砺法治思维，

提高法律素养，增强法治意识。

（4）维度四：工程伦理与职业精神。包括开展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

自觉实践行业的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增强职业使命感，服务国家和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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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政要点映射

通过深入梳理课程教学内容，不断发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针

对四个维度的课程思政元素，构建了岩土工程勘察专业教学内容与思政要点的映射表，如表1所示，

对课程知识体系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拓展，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协同推进。
表1　“岩土工程勘察”专业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映射表

绪论

第一篇  岩土

工程勘察技

术方法

第二篇  不良

地质作用的

勘察和评价

1. 基本技
术要求

2. 工程地
质测绘与

调查

3. 勘探与
取样

4. 岩土体
原位测试

5. 现场检
验与监测

6. 勘察成
果整理及
报告编写

7. 斜坡场
地

8. 岩溶

9. 强震区

10. 泥石流

岩土工程勘察的任务，
对象及特点

勘察等级的划分原则
及应用

规范标准的地位、作用
及横纵对比

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
的工作内容及方法

综合物探方法的应用

钻探、勘探方法

非扰动岩土取样

测试的目的、仪器、技
术要点、成果影响及精

度改进

运营期监测和检测对
工程安全的重要性

地下工程建造安全

数据整理分析、参数
选择

滑坡场地勘察技术
要点

岩溶发育及勘察技术

高地震烈度场地工程
建设的选址及抗震

设计

泥石流场地勘察及
治理

我国各行业重大工程案例；
“勘察大师”的代表事迹；注

册岩土工程师执业制度

岩土工程50讲中高地震区
山坡修建小仓库的案例

中国、欧盟、美国等勘察规
范的差异和行业规范间的

对比

如何利用地质学、工程地质
学基本原理判断地层组合、

构造等条件要素

物探成果解译的多解性

国家“地球深部探测”计划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

沿海淤泥质软土取样新技术

标贯、动探成果判别砂土液
化、密实度等指标杆长是否

修正问题

杭州地铁潇湘湖站地铁基
坑垮塌事故

教师团队科研方向——鄂
西北片岩地层隧道大变形

机理及现场监测

不同类型指标数据的获取
原则及参数反分析方法

科研项目——永泰旗山滑
坡综合勘察及治理

武汉岩溶发育及地铁工程
建设的相互影响

汶川灾后重建，建筑抗震
——工程人的必修课（勘察、

设计、施工、监测全过程）

绿色治理为主，工程治理为
辅

勘察先行，贯穿全局；培养学生对祖国建
设发展的自豪感、增强四个自信、培养爱

国情怀、建立职业理想

批判思维和质疑问题的能力；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规范是职业的信条；辩证看待我国勘察
行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学生宏观地质观和思维方法的培养；系
统论的哲学思想，融入事物发展客观规

律及演化特征

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去伪存真、精
益求精的工程精神

专业知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国家基
础建设中的作用体现；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的民族意识

行业发展及先进技术；专业技能提升

专业概念的深入对比剖析；精益求精的
工程精神；强化专业技能及知识要点

职业规范培养，学生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的专业伦理道德；遵守法律法规，杜绝弄

虚作假；树立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教师科研项目服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提升学生专业兴趣；了解学校专业、学科

方向的重要途径

科学思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国地质灾害发育大国，勘察在灾害防
治承担重要角色，提供科学依据；培养地
质工作者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荣誉感

系统论的哲学思想；人类工程活动与岩
溶地质灾害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减小

和控制人类活动诱发的二次灾害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万众一心的
民族精神；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培养防灾

减灾的专业思维和职业意识

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观

教学章节 教学重难点/切入点 素材及支撑 思政元素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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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各类

建筑工程的

勘察

11. 房屋建

筑与构筑

物

12. 隧道及

城市轨道

交通

13. 道路与

桥梁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确
定中深宽修正

高层建筑场地勘察

地质条件与山岭隧道
选址

地铁隧道勘察

复杂工况下桥梁勘察
的技术要求

结合不同案例，采用不同的
方法、测试手段，深度、宽度

修正注意的问题

“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
范”与国标规范的对比解析

校友光荣事迹：青藏公路、
川藏铁路工程

我国地铁建设发展；城市轨
道交通绿色勘察、绿色建造

理念

港珠澳大桥勘察标准融合；
海下勘察探测设备的创新

自主研发

专业概念的解析；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追求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

时代发展，技术更迭，终身学习意识

地大校友的爱岗敬业、攻坚克难、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大师精神；融入“艰苦朴

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

社会经济发展新成就；新时代赋予勘察
人员新的技术要求和职业使命，将“小

我”融入国家建设的“大我”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新思维，科技创
新引领行业发展；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竞

争力的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

续表

教学章节 教学重难点/切入点 素材及支撑 思政元素及目标

三、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及融合措施

课程思政的核心是将思政元素和要点巧妙且不留痕迹地融入日常教学中，据此构建了“四层

次、全流程、多策略”的综合实施方案。

（一） 全阶段闭环思政体系

专业课教学是一个典型的多阶段全闭环模式，包括课前、课中、课后和考评四个关键环节，每个

阶段都应根据学情特点，有效融入思政元素，整体实施框架如图1所示。

1. 课前：思政元素的链接导入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课前时间，将案例、问题、社会影响广泛事件等资料发送到学生课程

群，或者直接作为PPT课件之前的引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岩土工程勘察课程聚焦大规模国家基

础建设工程，大量代表性的工程案例和最新行业成就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课前，通过课程群或

超星学习通将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材料共享给学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提出观点并主动关注资

料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2. 课中：思政元素的精细融入

课堂授课环节是真正实现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产生思想碰撞和火花，融入思政元素最完整的阶

段。通过筛选核心知识点及映射的思政要素、全面丰富的音频视频资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

段，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无缝融合，达到知识深化与思政教育的双重

图1　全阶段闭环思政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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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 课后：课程思政的拓展延续

课后习题作业是教学的有效延伸和补充，基于“任务驱动”的方式，强化巩固学习效果。在作业

形式的选择上，除了常规的课后习题外，还包括课间小作业、课后的线上答题、自由问答，以及学习

报告等。此外，实践教学也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升华，是开展沉浸式思政的重要方式，是学生全身

心参与思政的重要环节。

4. 考评：思政育人的评价反馈

将学生课堂考勤和平时表现、老师所掌握的思想政治表现，如纪律情况、精神风貌、课堂参与积

极性等都纳入课程平时成绩［10］，实现对课程的多维度、多形式、多元评价。根据考核环节学生的评

教评价及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为下一轮课程思政提供依据，真正实现课程思政的

全流程管理。

（二） 课程思政实施措施

1. 修订课程思政教案，重构教学内容编排

对原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新的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思政教案。在教学目标

和教学要求中除了明确课程专业知识点外，还对具体教学中思政应达到的目标和要求作了要求，在

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安排中明确了课程思政的知识点和育人环节。

2. 设计完善课程思政资源库

2018年，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完成了工程案例及资料库的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结合岩土工程勘察

课程各章节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编写和建立了典型工程案例、仪器操作动画演示、不同类型勘察

工程现场视频照片等素材资料库，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通过植入杰出

地质工作者的优秀事迹、国家超级工程的建造实例、工程事故的经验教训，将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

要点紧密结合，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专业责任感、工匠精神、科技创新精神等人文素养。

在课堂教学中，将教师及科研团队的科研成果及社会服务展示给学生，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学

校专业特色及学科方向，增强学生对校情、校史的理解和感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和

读研深造意愿，更切实地回答了学生关于“为什么学习这门课？学了有什么用？”的疑惑。

3. 新手段、新技术赋能思政实施

学生对教师采用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喜爱程度。

在“互联网+”时代大背景下，除传统的多媒体 PPT、板书教学外，也尝试采用学生熟悉和乐于接受

的，短视频融媒体、微信公众号推送、大学生MOOC课、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等手段，多途径赋能教学

手段和方法，优化组合教学方式。结合 “项目驱动”“问题引导”“线上线下混合”“翻转课堂”等教学

模式深入推进课程思政，提升学生对融合思政元素教学模式的认同感。

在不同教学阶段，如课间、课前，链接短时长的视频、人物访谈、专题片等，在进一步讲述专业知

识点的同时开展思政教育，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利用课程QQ群、长江雨课堂等渠道，不定期

分享岩土工程领域最新成果、重大工程进展、工程热点事件，让学生深刻认识和体会到专业知识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休戚与共。

4. 实践教学拓展激活课堂思政

课外实践是最能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增进体验感受的环节，也是开展德育教育的良好时机。在

2015版培养方案中，共设计了 8个学时的实践教学环节。疫情前，多结合校园及周边工地参观、实

验室仪器操作演示的方式进行；疫情后，逐步改为校内实训中心仪器操作、视频教学和虚拟仿真实

验相组合的方式，这给开展实践教学课程思政提出了挑战。通过近 3年的实践探索，不断拓展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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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及实践思政模式，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及便利条件，开展了疫情期间实践教学思政的新探索。

如在 2020和 2021年春学年中，分别邀请了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和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的校友通

过腾讯会议就“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水电工程现场地应力测试及反

演分析”主题作了专题讲座。校友专家的现身说法，让学生对课堂以外的工程实践有了从模糊到清

晰的具体认识，对专业的认识和领悟也更加深刻。

通过“实践思政”的引入，使课堂思政模式更加丰富、更加鲜活，通过学生实际动手操作仪器、分

组编写检测报告，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实现了课堂思政的有益补

充。尤其是在实验室操作及教学中，更方便开展“设误教学”和“情景教学”［11］，引导学生对地质雷

达、标贯、旁压等原位测试仪器适用地层条件、操作规范性、现场工况匹配、精度提高、指标参数分析

展开深层次思考，树立职业责任感。同时，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和遵守相应的职业道德、操作规范，提

高其综合工程素养。

5. 完善建立思政考核方式

课程思政的教学具有隐性化、立体化、多样化的特点。课程思政的考核方式不是对知识性内容

的机械记忆，而是以“隐性考核”为主，将课程思政的育人成效考核融入专业课程的过程性评价与结

果性评价［12］。除常规的考勤以外，在平时教学中开展蕴含思政元素的课程汇报或课程讨论（占

10%），通过调整课堂教学节奏，尽量留出 5分钟左右的时间用于课堂分组讨论及汇报。例如，我国

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勘察建设面临的挑战及难题、武汉岩溶发育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挑战

及应对等前沿性课题。此外，将思政元素融入开放性考题中，如将武汉地铁三阳路过江隧道案例引

入 2021年春的结课考试中，让学生了解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相互影响。本工程案例的工程

特点及其蕴含的专业知识考查点、课程思政要素如图2所示。

（三） 效果评价及持续改进

1. 课程成效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思政已在两个完整的教学年中展开了实践，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以

2018级城市地下空间方向班级为例，班级学习风气浓厚，精神风貌积极向上，对专业的认同感强，平

均学分绩点在地下工程方向 3个班级中排名第一，在土木工程 9个专业班中排名第三。2022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中，全班（30人）保送研究生8人（校内4人，校外4人），考研第一志愿录取6人（校内4，校
外 2人）。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挑战杯”大赛等活动中获得较好成绩，创新实

践能力突出。学生在课程思政意识及综合成绩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2. 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是，新工科下课程思政建设的融合深度仍较欠缺。目前的工作更多是针对课程/教材范围建

图2　武汉地铁三阳路隧道（长江公铁隧道）案例剖析

191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年第 33 卷第 4 期

立的思政建设方案，但尚缺乏从“新工科”专业建设的顶层设计角度构建“课程思政”人才培养知识

图谱。新工科强调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的深度融合，这一核心要义不仅要体现在专业知识的传授

及教学内容的更新设计上；而且要求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思政资源拓展、典型案例设计等环节积

极与新工科建设需求结合，聚焦新工科发展的热点问题，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课程思政。

二是，专业课现有的学时限制了课程思政效果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使其呈现出抛物线式的发展

模式。从大的时间周期看，每门专业课考评考查的收尾也意味着本单元课程思政育人的结束，不利

于后期学生价值塑造成效的巩固提升。目前同质化的培养模式对不同学生的效果也有差异，无法

最大化激发每个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潜力，也很难形成一个专业班集体最大的向心合力。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持续改进的过程，需要学生、教师、学院、学校及就业单位

等在不同层面上的反馈，以达到学生对课程思政知识获得的满足感、教师对课程思政实践的成就

感、学校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水平和能力的认同感，提升行业对学校和学生的认可度，最终实现课

程思政设定目标和实践成效的统一，因此，建立全面科学的实施方案、评价反馈体系是课程思政实

践的重要保障。

此外，建立专业课课程思政常态化和长效化机制十分必要。学校可创建课程思政的信息交流

平台，通过学校、院系专题培训，帮助专业教师获取国家教育顶层设计的最新政策信息及课程思政

的经验成果。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体，教师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德育能力提升也极其重要，平时可

通过“学习强国”APP、学术论坛、交流讲座等途径及时了解政府工作报告等社会时政热点及最新行

业发展动态，确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持续不断地为学生输送新鲜的思政营养。

四、结语

积极推进新工科背景下工程类专业课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路径研究，是落实立德树人要

求的必要手段和重要保障，对高校培养创新工程人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专业课堂

是课程思政的主战场，专业教师是课程思政的践行主体，这必然要求教师在专业教学中关注新经

济、新业态及对“新工科”人才专业素养的需求。通过对课程知识结构的分解开展思政价值聚焦，设

计思政教学大纲；结合专业属性与学情特点，挖掘专业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建设形式丰富、

内容灵活的思政资料素材库；从“课前-课中-课后-考评”四个阶段针对性地设计思政教学及融通路

径；通过翻转课堂、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的融合改进教学方法及课堂组织形式，积极引入MOOC
课、微视频、超星学习通混合式教学等资源丰富教学手段，以实现传思政之道，授学科之业，在知识

的传授中实现价值传递，培养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新工科”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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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ZUO Changqun， JIAO Yuyong， TAN Fei， LI Xuepi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ve put forward new challenges and reformations to talent cultiv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carry ou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excell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is a vital task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cours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as the study objec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 is 
designed and four dimensions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are explored combining with the disciplines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ents’ cognitive requirements. A full-stage closed loop routing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built, enrich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The teaching practices have expanded the depth, breadth and temperature of the 
course, realized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with value guidance, and formed a 
new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engineering specializ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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