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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标达成角度探讨工程专业课程
如何融入思政元素

——基于乔纳森建构学习环境模型的实践

王 慧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既有工程教育体系缺少科学技术“价值理性”方面的教育，高校教师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都

存在工程教育与价值目标脱钩的情况。虽然课程思政的提出为工程伦理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具体的内容

范式，但是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尚未融入本国特色和文化。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采用乔纳森建构

学习环境模型解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从目标达成角度探讨思

政育人目标如何融入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毕业目标，并逐层拆解为课程育人目标，构建了面向产出的执行

路径。以交通工程和路桥检测技术两门不同类型的土木工程专业课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证实了该方

法的可行性，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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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与工程专业教育的融合最早体现为工程伦理教育，中国的工程伦理教育研究于 2000年左

右开始萌芽，2017年达到高峰［1］。在过去的大学教育中，基于学校实施道德教育的教育者主要分为

三类：思政课程的学科教师、党支部、学生办公室［2］，然而，以上形式不能全面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

主要体现为未考虑一般教师的隐性影响，以及教学与实践环节的间接作用。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于 2016年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

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纳入认证标准［3］。但是，认证标准至今未在“课程

体系”等标准项和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规定中细化，也未能在工程师职业素养培养过程中落实［4-5］。

“价值理性”有助于未来工程师客观、公平地处理好工程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承担推动人类

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6］。既有工程教育体系缺少科学技术“价值理性”方面的教育，高校教

师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都存在工程教育与价值目标脱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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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

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高校道德教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三类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参

与，变成了一项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7］，课程思政为工程伦理目标的达成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内

容范式。虽然各大高校针对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展开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但是课程

育人目标的达成及实施效果的评价分析路径尚不清晰。同时，课程的多样性使这问题更加难以解

决，导致了课程思政实施及考查的随意性。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学习方法设置课程育人目标的具体实施路径，基于乔纳森建构学习环境

模型（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CLEs）［8］构建问题/案例情境，以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三

年级学生的两门课程（4个教学班）为例，探讨该方法及目标的可行性。

一、课程思政目标解读

（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解读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9］归纳了课程思政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纲要不仅给出了课程思政融入的具体内容，而且给出了实际行动上的指导。

第一部分建设内容主要针对思政理论教育，强调积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重点在于增强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理论部分对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环节都提出了要求，教学环节的主要任务如图1所示。可

以看出，第一部分是最重要也是难度最高的建设内容，不是仅凭少数几门课程就可以实现的，需要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其他教学活动有机组合、协同。

第二部分建设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重点在于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对课

程建设团队及任课教师提出了要求。课程实践中的价值观教育的落脚点应包括：（1）以任课教师深

刻理解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规范教学活动过程中的行为；（2）结合不同学科或课程

特点，基于不同场景选择性地融入；（3）利用多种形式，提高参与度，引导学生自主形成价值判断；

（4）引入高频、常规工程案例，避免重复和说教，杜绝“低级红、高级黑”。

第三部分建设内容的教育重点落在了传统文化，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方面，充分挖掘不同学科方向的中国科学史、中国工程史，使学生从

“我”和我的国家与世界的角度去了解科学史；另一方面，重视国家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使学生

了解“我”的学科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种不同关系的主客体变化：一是作为学生的“我”

客观理性地去认识历史、认识现在，学习科学与工程技术，并产生思考；二是这个时代和国家给作为

图1　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思政理论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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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我”创造的机会和平台，“我”的专业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

第四部分建设内容是开展宪法法治教育。第五部分建设内容是深化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属于

国内外传统工程伦理教育中都会涉及的内容。职业理想是时代精神的实例化，法治和道德是公平

规范的平台环境的具体化。但是，规范的发展总是落后于技术，这是未来工程教育亟待完善的

内容。

（二）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毕业要求解读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4］通用毕业要求涉及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和职业规范三个部分。

2022版工程认证指南的毕业要求相较于《纲要》，没有达到课程思政所要求的育人高度，缺少中国特

色与文化的部分。朱露等［5］通过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发展与改革的研究，指出未来我国工程教育

认证体系应补充中国特色要求。此外，基于不同文化的伦理教育研究也表明了纳入国家文化的重

要性［10］。综上，非常有必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将我国思政元素融入工程教育认证体系。

（三） 分层次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概念到具象化，将思政育人目标归纳为理论基础、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三

个层次的教学目标，如图 2所示，并从目标达成和执行层面融入前文所述五部分内容：首先，思想理

论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纲要》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建设内容），构建工程伦理理论基础；其次，深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纲要》第二部分建设内容）为工程师教育的内在价值期望，形成理论基础和

行为规范的价值桥梁；最后，宪法法治与职业道德、职业理想（《纲要》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建设内

容）相结合，形成工程伦理教育的行为规范。

理论基础层次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作为整个课程思政的基石和灵魂，作为工程伦理教育的理论

基础。该层次的特征在于工程技术的无国界性和具体工程的国籍属性：（1）工程技术的无国界性，

技术的发展往往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辅相成，我国在工程领域既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又有从国外引

进的技术，将该部分授课内容作为绪论，通过精心设计在帮助学生理解本学科内涵外延的同时，培

养家国情怀、激励创新精神，形成一门课的主基调；（2）具体工程的国籍属性，一项具体基础设施工

程的决策路径往往和政府的管理制度有关，工程建设和维护的投入也依赖于地方政府乃至国家的

政策和制度，通过不同国家工程发展和建设历史及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

及运行机制。

价值观层次聚焦于当前国内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价值期望。价值观具有稳定性、持久

性、历史性、选择性、主观性的特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教学环节中应深

刻认识和明确该价值体系为师生共同的期望，具有普适性。

图2　课程思政教育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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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层次强调法律和道德是具体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底线，工程专业往往涉及复杂且庞

大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理想是理想在专业领域的具象，需要画

面感和榜样的力量；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生涯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与职业理想相辅相成。

二、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思政融入课程教学方法

（一） 学习框架构建

乔纳森建构学习环境模型（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CLEs）假设问题、案例、项目是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的核心，是获得学习意义和拥有感的重要保障，两难问题是结构不良的极端

表现［11］。有关工程伦理教育的多项研究论述了问题和案例导向的重要性［12-13］，两难的学习模型被

证实是评估价值学习及判断力的一种有效工具［14］。结构良好到结构不良的顺序为：逻辑问题、算法

问题、故事问题、规则应用问题、决策问题、故障排除问题、策略运用问题、诊断并解决问题、案例/系
统分析问题、设计问题、两难问题［8］。

不同类型问题对于结果（答案、选择、方案等）的要求不同，结构良好问题的确定性高，比较符合

工程专业学生解答问题的习惯，容易取得较好的成绩；结构不良问题的确定性低，由于学生知识经

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容易出现无法给出解决方案、完成度较低的情况，偏离教学要求。将支架和

抛锚模式结合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包括构建知识框架、定义真实问题情境、构建解决思路、协作学

习、独立探索、评价和总结等［15］。建构主义方法在多种类型的课程中得到广泛应用，验证了其思想

应用于专业课程教学的可行性［16-19］。将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与问题类型进行适用性匹配，结果如表 1
所示。

（二） 面向产出的执行路径

1. 课程体系

虽然各大高校各个专业在工程认证环节均开展了课程目标支撑的论证，但是育人（思政）目标

的支撑往往较为笼统，不具备实操性。为更好地分解育人目标，各门课程需基于课程群目标和毕业

目标编制课程育人目标，并进行目标支撑强度的整合分析。明确育人目标及相应的问题类型后，应

结合专业特点，将思政目标融入毕业要求，进而结合课程类型分解毕业目标为课程群目标，具体构

建方式如图3所示。

表1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与问题类型

育人目标

理论基础、方法论

价值观

行为规范

问题类型

逻辑问题

算法问题

故事问题

决策问题

策略运用问题

两难问题

案例/系统分析问题

设计问题

故障排除问题

诊断并解决问题

规则应用问题

活动及结果

推演计算，有效的解决方案

推演计算，正确的解决方案

描述求解，正确的解决方案

权衡利弊，做出选择

复杂的操作

复杂无法调和的问题，多样化的观点

识别，形成观点、决策、行动和依据

问题解构和阐述，获得问题、算法、设计结论和依据

甄别错误，找出问题

识别错误，修复问题

受规则约束的答案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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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上，应充分重视不同课程群的有机组合，基于课程群特点进一步分解目标的内容。针对支

撑度较弱（0~1门课程）的育人目标，应进一步挖掘或独立开设特别课程，如工程伦理的实践课程；针

对支撑度较强且重复度较高（3门及以上课程）的育人目标，应开展跨课程群联合课程设计，去除冗

余重复，形成合理结构。纵向上，应重视思政育人目标的递进关系，跨年级的课群组应搭建组内思

政教学元素的层级结构，与不同年级、不同复杂度的专业问题进行深度融合。前一阶段的课程应在

建设中为后续课程留下“未完待续”的问题，承接的后续课程则应完成“书接上回”的命题任务。

2. 课程的持续改进

在具体课程实践过程中，应面向产出，即从学生活动和结果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案例，执行路

径如图4所示。课程建设小组应预设案例问题的答案，预演分析案例可能带来的思政教育结果。设

定问题及考核方式时，要防止学生为获得好成绩而产生的欺骗性作答或借助互联网检索所谓“正确

答案”的行为。课程建设小组应更重视过程考核，尊重答案的不唯一性，认可实际工程的复杂性，防

止过于理想化的失真案例。具体执行过程中，应结合教学班的表现进行案例和问题的持续改进，基

于教学观察和学生给出的答案评估教学案例，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对不恰当案例进行修订或舍弃，丰

富和更新案例库。

3. 考核目标达成分析

借鉴国内外工程伦理教学的案例经验，应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传统的知识考核模式在思政领域

往往是失效的，不能直接考核为课程建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实践上具体课程的思政考核目

图3　基于思政目标的课程目标体系构建

图4　基于建构主义的育人目标执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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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应少而精，采用滚动组合的形式，即在育人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融入多个思政目标；目标达成

考核上不同课程考核和关注的重点应动态变化，课程群各门课程组合形成完整目标。具体要求如

下：（1）内容方面，需要通过巧妙的案例或场景设定，将问题设置于无形，得分点和参考答案的表述

也应打破既有的基于确定答案的考核方式，降低复述、背诵和抄袭的可能性；（2）形式方面，考核方

式应进行持续改进，以求公平地分析每个学生的学习成果；（3）过程管控方面，每门课都应避免学术

不端，针对学术不端的可能行为进行课群组或教学委员会的集体审查；（4）后评估（案例评估）方面，

既要充分借助统计学和计算机手段进行客观分析，又要开展特定回访，收集学生对考核内容和形式

的意见。以上所有环节都应充分融入专业课程，而不能是独立的思政考核。

三、课程实践

（一） 课程案例——交通工程

1. 课程简介

交通工程是土木学院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面向对交通工程感兴趣，以及未来可能从事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设计、运营、管理、施工、科研等工作的本科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

了解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交通特性、交通调查与分析、交通流理论、道路通行能力、道

路交通规划、交通安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停车场规划与设计、智能运输系统等基本概念与内容，

为后续的课程学习和今后的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2. 课程特点与育人目标

本课程具备跨学科特点，会从世界、国家等多角度，经济、民生、环境等多方面探讨工程的影响

和作用，在相关知识板块涉及国内外研究与工程现状，需学生参与探讨工程规划、决策中政府、群众

等不同参与方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分析法律法规的必要性与局限性，探索工程伦理（道德）的深

度与广度。因此，育人目标设定如下：（1）在帮助学生理解本学科内涵外延的同时，培养家国情怀、

激励创新精神；（2）基于公共交通、交通管理政策等内容的学习深刻理解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

念，结合专业知识辩证分析工程建设决策；（3）基于法律法规执行交通建造与管理的分析评价，探索

法律边界，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

3. 问题实例

（1）问题阐释：重庆沙坪坝区某城市道路路段拟开展道路拓宽建造，请通过调查和调研给出支

持或反对的支撑论据。（2）涉及主要专业知识：交通需求、道路通行能力。（3）问题类型：规则应用、案

例/系统分析问题。（4）主要思政目标：行为规范、价值观。（5）数据支撑：提供位置、交通流量、路网、

地块组成、运行能力、成本、国家及地方法规等相关资料。（6）预期结果：符合引用标准规范，切实考

虑了不同类型的交通参与者的利益，周边居民的利益，城市的发展等内外因素，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7）过程及形式：论据的查找及结论的获得以小组形式开展，借助交互评阅及辩论的形式进行思想

碰撞，拓展思考的维度和深度，增强辩证思维能力。（8）考核方式：审阅思考的维度、支撑论据的合理

性及充分性；审查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并恰当引用；考查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是否结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层面进行研究。

4. 结果分析

持续改进：2016级学生的考核结果表明，简单的案例问题分析，导致 80%的学生倾向性地选择

一致的、权益分配单一的结论，缺少平等、公平等价值的融入。通过在教学过程中逐步讲解两难问

题，2017级学生在案例分析时能够综合考虑不同类型的交通参与者，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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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达成分析：（1）小组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更广阔的思维维度，能够更好地融入价值观；

（2）通过辩论训练后，学生对于实际工程问题的分析，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3）过程参与

度低的学生即使在其他课程考试中名列前茅，也无法在交通工程中提出支撑观点的论据，只能给出

空洞的解释。

（二） 课程案例——路桥检测技术

1. 课程简介

路桥检测技术是面向土木工程专业路桥方向学生的一门专业课。课程的任务和目的是使学生

能初步掌握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方法、试验检测数据处理、路基路面现场检测技术、混合料试验

测试技术、桥涵工程现场检测技术等知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逐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问

题的能力；使学生在了解各类试验与检测的技术规范、规程、标准的基础上，能得到操作技能的训

练，提高实际动手能力，掌握实验数据处理、分析与评定的方法，提升编写试验报告、检测报告的

能力。

2. 课程特点与育人目标

课程属于接近工程实际的专业类课程，直接教授土木工程路桥领域的检测、评估及运维标准，

训练学生查阅和使用行业法律及规范的能力。因此，在育人目标的设置上重点为法律法规和职业

道德，少量涉及工程与环境、社会等的关系，育人目标设定如下：（1）了解材料及工程检测对公众安

全的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理解工程师的责任；（2）了解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理

解工程全寿命周期管理中工程与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

3. 问题实例

（1）问题阐释：某地区某桥梁在某环节中发生塌桥事故，请根据实际工程事故资料，设计工程检

测任务，诊断问题产生的原因。（2）涉及主要专业知识：桥梁结构安全评价方法、桥梁检测测试技术。

（3）问题类型：故障，诊断、解决问题。（4）主要思政目标：行为规范。（5）数据支撑：位置、相关单位信

息、规划文件、勘测设计文件、施工资料、事故资料、历史检测监测资料等。（6）预期结果：依据法律法

规，找到涉及该工程事故的各项要素，确定责任主体和各项违规信息。对于无法确定的信息合理设

计补充检测、调查等解决方案。（7）课程衔接：工程项目管理、设计施工相关专业课。（8）过程及形式：

首先，教学中应强调内因外因、全寿命周期等基本理念于工程的意义，以及检测所能发挥的作用；其

次，要结合行业实际发展现状，使学生了解全过程咨询的发展趋势，行业对土木工程师综合能力的

要求与实际工程师能力的不匹配问题等；最后，授课及考核形式上要使学生理解工程教育课程体系

中课程的定位和关系，强调外延及课程衔接的部分，防止学生局限于“应试思维”。（9）考核方式：考

查是否能依据规范及专业知识锁定关键问题；考查是否考虑了特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外部因素，如

材料、过程和相关主体的合规性。

4. 结果分析

持续改进：2016级的学生在故障查找时无从下手，只能泛泛而谈，不能在复杂的资料中快速检

索到关键线索。通过开展甄别和诊断的情境训练，2017级中 76%的学生能够达到行为规范层次的

育人目标。学生在期末考查环节完成育人目标的自主意识大大提高，约提高了 12%~50%（根据考

查点比例计算）。

目标达成分析：（1）在平时课程或团队作业中参与度不高的学生完全不能应对复杂的工程问

题，缺乏系统性的思维训练，不了解检测规范体系与国家标准的适用范围，混用公路标准和市政道

路标准；（2）错误甄别和诊断的情境训练能够促进育人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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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应用推广分析

针对思政目标实现情况，仅凭一个确定的单一教学环节不能完成考查，其效用有可能产生于教

学环节及考查反馈实施之后，因此，还应在期末环节或结课后对重要的育人目标予以考查。根据示

范及推广课程可以看出，本方法可以应用于专业导论型课程和与工程实践联系密切的理论课程。

但针对理论知识为主、抽象化程度较高的课程，建构主义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开展教学

实践研究。

四、结语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毕业目标与我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育目标在工程伦理教育的方向上达成

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未来工程师的工程伦理教育目标的广度和深度都应进一步增加。虽然国际

认证标准已有结合各地区和国家自身文化进行具体修订的建议，但是我国 2022 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4］中尚未纳入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关元素。课程思政目标需尽快补充进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体系，以目标达成和系统化的方式实现育人目标。

通过对《纲要》和工程伦理目标进行解读，基于乔纳森建构学习环境模型构建了思政育人目标

学习框架，确定了结果产出导向的课程案例更新方法，并以土木工程专业两门不同类型的专业课为

例分析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为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提供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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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al attainment: practice based on 

Jonathan’s model of constr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ANG Hu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system lacks education on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re i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value objectives in the mindset and 
action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posal has provided a 
concrete content paradigm for achieving ethical engineering objectives. Still,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 has not incorporated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e.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Jonathan’s constr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model is adopted to deconstruct 
the cont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Guidance Out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graduation goal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nd dismantled into curriculum training goals layer by lay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al attainment. 
An output-oriented implementation path is construct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ivil 
engineering, namely traffic engineering and road and bridge detection technology, are taken as examples for the 
case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ethics; constructivism; graduation 
objectives; course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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