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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长江大学土建类专业为例

肖桃李， 折海成， 丰 燕， 朱国庆， 黄向阳
（长江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随着土建行业的转型升级，专业融合与渗透更加显著。以长江大学土建类专业为例，开展多

专业协同育人实践。首先，从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和多专业协同思政等角度出发，分析土建人才培养的

内在逻辑，并结合专业课程、专业特点、学生认知规律，制定多专业协同育人实施路径；其次，通过分析行

业对人才的需求，构建土建类多专业协同育人的价值指标，形成思政引领下的多专业价值链；最后，以课

程思政为切入点，专业思政为着力点，多专业协同思政为目标点，构建土建专业“一体两翼”人才培养模

式。该研究成果在长江大学土木类、建筑类专业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育人效果，对同类高校具有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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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

个回归”，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推出一批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会议还指出

课程改革亮点频出，推出了一大批线上线下精品课程，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学科思政体系正在形

成。这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已从思政课程扩展到专业课程、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领域协同育人环

节，要求专业任课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社会和行业需求，除专业理

论知识学习外，还需引导和塑造正确三观，优化教师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国内在专业课思政教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不足：（1）在课程思政方面［1-4］，

许多本科教育者从多维度、多学科、多视角挖掘课程思政内涵，探索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实践方法，

但是，仍然存在贴标签、表面化、形式化的“单兵作战”现象；（2）在专业思政方面［5-6］，北京联合大学、

郑州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传媒、新闻传播专业、茶学等专业开

展了专业思政实践与探索，构建了专业思政体系，凝练并丰富了专业思政内涵，但是，专业思政尚处

于探索推进阶段，特别是在工程教育认证、新工科建设等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课程思政、专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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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不清晰、教育教学重点不突出，对于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定位相

互交叉融合的理论依据、融合路径、建设思路等缺乏系统性、全局性研究；（3）在多专业协同思政方

面研究和实践较少［7］，主要受多专业协同机制不完善、评价机制不科学等因素制约。

综上论述，文章以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的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四

个土建类本科专业为研究对象，将专业育人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开展“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多

专业协同思政”的一体化设计，并分层次实施、整体化推进，培养思政目标统一、专业目标清晰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一、土建类多专业协同育人模式理论研究

（一） 思政引领下的人才培养质量

在思政育人这一项系统工程中，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是最核心、最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部

分。多学科视野探寻发现，思政引领下多专业协同育人理念提升土建人才培养质量的理论依据在

于：（1）课程思政［8-9］立足课程教学目标，以课程为载体，通过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让学生明

白专业知识技能背后的价值意蕴，明白“学什么”“为什么学”“学来做什么”；（2）专业思政［10］具有专

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独特性和体系性。专业思政立足人才培养目标，以专业为载体，发掘专业

特点和优势，以专业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贯通教育教学全过程、全要素的融合设计，实现专业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形成润物无声的育人效应；（3）多专业协同思政［11］包括各专业

间的知识交叉融合和思政价值的交叉融合，科学合理地拓展学生专业知识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培

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总之，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多专业协同思政都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于勾绘一幅与国

家战略匹配的育人蓝图，通过深化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体系、专业目标、评价考核等方面的改

革，将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与大工程使命有机融合，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自由

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

（二） 思政引领下的人才培养内涵价值与实施路径

土建类各专业知识体系既相互独立又交叉渗透，为专业培养目标与思政教育目标的有机融合

提供了极佳途径。结合不同专业、课程的特点，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全面挖掘、系统梳理、精准拟定

“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多专业协同思政”的土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实施路径，如图 1所示，即以

课程思政为切入点，深入推进课程改革；以专业思政为着力点，持续发力专业建设；以多专业协同思

政为目标点，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课程思政以课程育人目标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专业主干课程中的思政素材，通过思政元素的自

然融入、教学过程的有机渗透，切实提高思政目标的达成度，有效提升育人水平。专业思政通过建

图1　思政视域下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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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按照学期逐渐递进的纵向思政模块，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思想价值贯穿于“备、教、考、辅、评”

等环节，实现专业育人与思政育人目标的统一。

多专业协同思政则通过挖掘专业间的共性、特性和互补性，凝练协同的目的意义，构建多专业

协同思政的核心价值体系，既强化本专业课程体系内的“专思融合”，又加强其他专业课程对人才培

养的支撑；既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又在学生心中立起“思政专业柱”、砌起“思政承重墙”。

二、土建类多专业协同育人模式实践探索

（一） 多专业协同思政育人模式构建

1. 思政核心价值指标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数字城市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环境质量改善等领域明确提出

了智慧、绿色、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规划，赋予了土建专业新的重任和使命。在建（构）筑物的全生命

周期内，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四个专业既自成体系又交叉融合。工程师

围绕服务主体既需要分工明确、专有所长，又需要相互配合、有序衔接。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是土

建人员服务社会的保障，这就需要在人才培养环节，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密切联系行业，将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与职业精神融为一体，将学生培养成为恪守工程伦理准则、践行工匠精神、饱含

科技报国热情的土木建筑类专业人才。基于此，4个核心价值一级指标和 10个核心价值二级指标

是构建四个专业协同育人的总纽带，各指标的主要观测点如表1所示。

2. 专业思政价值链构建

专业思政立足人才培养目标，以专业为载体，将工程教育认证理念和新工科建设思想融入专业

思政，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以建筑学专业为例，资深教师根据表 1
中的多专业协同思政的核心价值指标，制定了建筑学专业课程的专业思政价值指标，形成了思政引

领下的建筑学专业思政价值链，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以教研室为轴线，课程为载体的专业思政

价值链构成了土建类多专业协同育人的“纬线”，贯穿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课程大纲等。每

门课程的思政目的与专业教学目标有机融合，形成了与专业教育高度适应，且具有前瞻性的专业思

政体系。

表1　多专业协同思政的核心价值指标框架

一级指标

工程伦理

工匠精神

家国情怀

使命担当

二级指标

职业道德

职业规范

和谐共生

品德修养

创新思维

精益求精

理想信念

爱国爱家

创业报国

奉献担当

主要观测点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恪守专业伦理和职业规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建设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做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敢于创新，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形成具有新颖性、多向性、多元性、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秉承工匠精神，具有耐心雕琢、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增强“四个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扎根基层、热爱人民、奉献国家

不忘创业初心，牢记报国使命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甘于奉献，做全面深化改革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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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专业协同育人模式实践

1. 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加强专业课程的思政内涵建设

（1）价值引领，修订培养方案。以 2017年土木工程专业复评（认证）为契机，对四个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将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明确所需的专业素养，将其详细分解落

实在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中；厘清社会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2）润物无声，建设“三师型”队伍［12］。专业教师是思政改革和实施的主

体，无论是课程思政、专业思政，还是多专业协同思政，最终都以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为落脚点。按

照“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原则，开展“爱事业塑造教师灵魂、爱学院展现教师品德、爱学生彰显教师魅

力”和“强政策提升思政能力、强专业传授广博知识、强技能展示育人艺术”的“三爱三强”主题实践

表2　建筑学专业思政价值链矩阵表

教研室

土木工程

城乡规划

建筑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专业课程

建筑物理

建筑构造

建筑测量学

城乡规划原理

中外园林史

住区规划与住宅设计

军事理论与军事训练

建筑概论

建筑设计基础

建筑设计 I
建筑设计 II
建筑设计 III
中国建筑史

外国建筑史

古建筑调研与测绘

建筑师业务实践

传统民居与乡土建筑

生态建筑概论

建筑认识实习

居住建筑设计原理

当代建筑流派与思潮

城市设计

高层建筑设计专题

群体建筑设计专题

毕业设计（论文）

社会实践

多元化课题设计专题

人文环境与建筑设计

工程伦理

职业

道德

√

√

√

√

√

√

√

√
√
√
√

职业

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谐

共生

√

√

√

√
√
√

√
√

√
√
√

√
√
√
√
√

√

工匠精神

品德

修养

√

√

√

√

√

√

创新

思维

√

√
√
√
√
√
√

√

√
√
√
√
√
√
√
√

√

精益

求精

√
√
√
√

√
√
√
√
√

√

√
√
√

√

√

√
√

家国情怀

理想

信念

√

√

√
√
√

√

√
√

√

爱国

爱家

√

√
√

√

√

√
√
√

√
√

使命担当

创业

报国

√

√

√

√

√

√

√

√

奉献

担当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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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引导全体教师成为新时代“四有”好老师，打造一批“专业知识扎实的学问之师、工程经验丰富

的实践之师、思政技能娴熟的成长之师”的“三师型”教师队伍。（3）典型示范，深化课程改革。自

2018年开始，学院先后推出“一专一课一思政”“上专业课、品思政味”代表性课程评选活动，共建成

院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30门、校级 9门，城乡规划专业遴选为专业思政示范专业，并建立“课程+专业+
专业类”三位一体的思政教育模式，鼓励教师探索课程思政的多元化教学方法，特别在 2020年线上

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思政元素的引入作为重点，为学生上好生命教育、科学教育的“大班课”，形成了

鲜活的云端思政［13］。

2. 以专业思政为着力点，积极践行工程教育认证理念

（1）逆向设计，构建持续改进的专业思政闭环体系。落实专业思政，就是在设计过程遵循工程

教育认证理念的逆向思维，将专业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课程和专业建设的人才培养环节。多专业协

同思政的核心价值指标：①厘清和凝练出专业思政目标，有机地融入专业培养目标；②对照毕业要

求标准，提炼总结思政育人要求；③聚焦毕业要求指标点，将思政核心价值细化到专业课程；④按照

课程体系构建纵向、横向思政链；⑤在教学中，实现思政元素的自然融入、教学设计的严谨贴切、教

学过程的有机渗透。专业思政与工程教育认证的融合路径［14］，如图2所示。

（2）知行合一，打造专业特色鲜明的实践育人平台。专业思政需要将专业知识传授从“条块鲜

明”变为“充分融合”，因此，应将课程和专业思政元素贯穿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各个教学与实习环

节，各环节教育有侧重、有衔接。土建类四个专业的共性强、交叉多，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大学一年

级课程以公共基础课程为主，以专业导论课程为辅，该阶段新生需要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对

专业充满好奇和憧憬，可塑性极强，正是融入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和专业使命最佳的时机，也有利于

稳定专业思想，提高后续的育人成效；大学二、三年级课程以专业课程为主，该阶段学生对专业已经

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职业规划逐渐明晰，在夯实专业基础的同时，

鼓励学生完成各种形式的课程实习与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各类竞赛，重点培养学生个人素养和创新

思维；大学四（五）年级面临毕业和就业，该阶段通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检验学生学

习成效。教师在指导毕业设计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和职业操守。

图2　专业思政与工程教育认证融合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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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个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实践环节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除借助实验、创新创业、学

科竞赛、学团活动等强化实践育人功能外，还充分发挥项目组所在学院的实践育人优势［15］，以“工学

交替”“体验建造”等特色实践活动为支撑，结合专业特色，打造升级版的主题实践，实现了专业实践

与专业思政的有机融合。城乡规划专业以“凝聚青春力量，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行动，如图 3（a）所示；建筑学专业深耕荆楚文化与可持续建筑研究，以“设计介入社区，助力城乡

融合”为主题开展思政教育，如图 3（b）所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结合江汉平原水乡特色和荆江

的地理环境，以“守护生命之源，城市和谐共生”为主题开展思政教育；土木工程专业以“体验建造、

感知工程”为主题，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与企业党员组建为一个临时党支部，结合现场实习内

容，共同探寻建筑力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体验新技术革命与智能建造、探究智慧城市与生态文明等。

综上所述，多层次、多类型、多系列的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平台，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坚实的

基础。

3. 以多专业协同育人为目标点，探索“专思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四个专业在工科专业中辨识度较高，与行业产

业关系密切，四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结合国家需求、

行业发展、学校定位，对毕业生、用人单位进行持续的跟踪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学生投身祖国建设

后，无论是服务于四个专业积聚性强的建筑业，还是服务于道路、桥梁、地铁、隧道等专业性产业，吃

苦耐劳、团结合作、协同沟通能力至关重要。当以项目为依托，服务于各方主体时，如果仅有专业层

面的交流，而无思想层面的碰撞；仅考虑个人和集体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国家和社会的效益，这样的

土建人才本质上是不合格的。

在多专业协同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中，坚持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相统一、纵向思政链和横向思政

链相统一、专业建设的共性与特色相统一，立足中国实际，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结合社会需求和

高校定位，提出思政引领的多专业协同思政育人理念；将专业育人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有机地融入

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和多专业协同思政，一体化设计、分层次实施、整体化推进，形成了以体现思政

核心价值的专业课程为整体，以专业育人和思政育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4
所示。

（a）　城乡规划主题实践 （b）　建筑学主题实践

图3　相关专业主题实践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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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建类多专业协同育人模式推广与应用

长江大学土木类、建筑类专业全面推广应用多专业协同育人模式，每年直接受益学生在 1 700
人以上。近四年学生获得 25项国家级、33项省级学科竞赛奖励，获批 44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计划项目。2021年各专业就业率分别为 100%（建筑学）、88.89%（城市规划）、99.66%（土木工程）和

100%（给排水科学与工程）。2021年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评估时，专家组全面系统地评估了办学

理念、教学条件、人才培养过程、培养质量，认为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实施的专业思政、多专业协

同思政人才培养改革，与当前土建行业背景相契合，从实际考察来看，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改革的

热情高涨，实现了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价值的巧妙结合，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学

生的专业技能、创新创业能力、团结协作精神、工程伦理意识等，在地方高校乃至国内高水平高校都

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城市建设学院网站设置了“思政育人”板块，包括“课程思政”“典型榜样”“社会实践”三个栏目，

收集了 18门典型的思政示范课程、13位城建学院的年度魅力学子简介、47份学生的优秀社会实践

或实习日志，如图 5所示。同时，研究成果在武汉科技大学、长安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高校得到了推

广与应用，也在湖北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教育专业委员会等协会主办的实践教学研讨会上

进行了展示，人才培养模式及实践效果得到同行的认可。

图4　土建多专业协同思政“一体两翼”的人才培养模式

图5　城市建设学院思政育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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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ulti-profession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taking the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of Yangtz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XIAO Taoli， SHE Haicheng， FENG Yan， ZHU Guoqing， HUANG Xiangyang
(School of Urban Construction,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and 
penetration of specialties are more significant. Taking the major of civil engineering at Yangtz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 multi-profession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Firstly, the internal logic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i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ulti-professional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professional course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rules of 
students, a multi-profession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h is proposed. Secondly, the value index of multi-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civil engineering is constructed by analyzing the industry’s demand for 
talents， and a multi-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 chain l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ormed. Finally, tak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focus, and multi-professional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goal,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one body and two wings of civil engineering i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major of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ve achieved good educational effect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lti-professional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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