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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土木工程专业
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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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和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混

合式教学模式不断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被认为是未来教学的主要形式。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混

合式教学环境有其独特优势。首先，介绍课程思政在高校建设的内涵及意义，课程思政符合实现立德树

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其次，分析了在混合式教学环境下“线上＋线下”

课程思政育人的优势；最后，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从设计思路、教学过程和教学考核三个方面对混合教

学环境下课程思政育人模式进行探索。混合式教学环境概念在我国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平台、新应用对

混合式教学进行研究，但在实际教学中应用较少。针对土木工程学科，在专业教学的设计思路、教学过

程和课程考核中重视德育功能，利用混合式教学环境的优势，将思政点融入教学，并将其教学效果纳入

课程考核，在“线上＋线下”教学过程中促进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融会贯通，完善过程化教学考核，提

出线上线下教学方案。实现课程思政融入土木工程专业学科教育的要求，达到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

互促进的反馈循环，逐渐形成土木工程专业思政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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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校要坚持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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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全

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推进课程改革创新，实施科学课程评价，严格课程

管理，完善以质量为导向的课程建设激励机制，形成多类型、多样化的教学内容［2］。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支撑。教师从事的行业是教育，教

育培养的是人才，人才带来的是科技进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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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者开发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新环境下教育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教师要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应该深入挖掘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让课程强起来、

学生忙起来、效果实起来，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在“互联网＋”背景下，MOOC（慕课）、学习通、

雨课堂、腾讯课堂等平台为线上学习提供有力支持，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线上学习。基于移动通信

设备、线上学习环境与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环境，立足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人才，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全育人”的要求，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基于“三全育人”的要求，

学校通过课程育人实施立德树人，一是思政课程，二是课程思政。思政课程是专门的德育课程，进

行直接德育。课程思政指挖掘其他学科课程的德育因素，使思政教育融入各学科课程，发挥不同学

科独特的育人功能。“课程思政”不是增开一门课，或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和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3］。由此可见，课程思政不只是关乎思

政课程的改革，而是关乎所有课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传播知识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加强价值观培养。思想政治育人模式中，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同步结合，是实现立德

树人要求的途径，有着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使高校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

重要意义。课程思政对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对于国家和民

族长远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教师引导广大学生成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

务人民。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

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教师工作者承担使命责任，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人民事业中，强

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一） 实现立德树人的要求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落实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

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

育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人才资源和支撑。高等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办学专业建立在学科分类

基础上，课程思政服从和服务于学科的发展和专业的培养目标。各学科承载着一定的精神塑造和

价值观教育职能［4］。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形成，使学生既有个人的小德，也有社会的大德。养

成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确保高校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实现。

（二）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民族复兴语境下中国教育发展的必

然要求。高校育人的目标要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一致，坚持社会主义办学，就要坚持课程思政育

人模式［5］。课程思政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要通过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让高校、教

师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不断提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通过科学地设

计和机制，探索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可复制可推广路径。一是，明确高校党委的主体责任，明

确高校所有课程的育人功能、所有教师的育人职责。二是，不断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充分融入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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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育资源。课程思政是课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教师要坚持围绕学生、关照学

生、服务学生，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增强学

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本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事关国运民魂文脉，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前途，是每一个大学首

先要回答的重大问题。2016年 12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

讲话，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提出了“四个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

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目前，高校思政

教育主要通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等公共基础课程实施。授课的教师通常具有哲学、法学、政治学专业背景，而专业课授课教师侧

重专业知识，课程思政就解决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问题，发挥了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的双

重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办学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程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的体现。

二、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课程思政育人优势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混合式教学进入第三阶段。

混合式教学不是简单的技术混合，而是为学生创造一种真正高度参与、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这一阶

段混合式教学概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6］。

混合式教学线上资源丰富，包含慕课、学习通、智慧树、“学习强国”等全国一流课程。资源的共

享优势能提升混合式教学模式思政育人效能，混合式教学模式借助线上教学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教师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随时调整教学进度，将思政教育由浅入深渗透到专业教学。将理

论知识与价值塑造有机结合在一起，提高了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突出专业特色、课程思政

特色［7］。

混合式教学可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使教师更好地监控教育

的全过程，教师通过线上学习的情况汇总，调整教学进度和方法，从而更好发挥引导启发的作用。

线上学习中，学生主动承担学习任务，掌握重点知识。线上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了相互沟通交流的

机会，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线下教学强调重点知识的掌握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形成有机联系，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专业课程建设与思政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同向同行，利用混合式教学线上学习资源，丰富线下课

堂，扩展课堂教学时间、空间，还能更全面完成过程性评价，及时评估反馈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为

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提供保障。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形式，其中实践案

例有助于增强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使思政教育元素融入专业课程

更生动，增加学生的接纳度与认同感。

总结来看，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在现阶段专业课程课时紧、教学任务重和课程过程考核不突出

的情况下，促进课程思政育人的建设。

三、土木工程专业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课程思政实践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土木工程专业需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土木工程学科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能胜任土木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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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有一定国际视野、面向未来的专门人才。土木工程专业培养，需要课程思政的理念指导，以土

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为例，开展课程思政育人模式设计。传统的混凝土结构

设计原理课程目标是专业技术培养，例如，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计算相关的知识和

技能，研究与解决混凝土结构复杂工程问题。该课程既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又有设计实践的参与，

同时与规范联系紧密，兼具专业课与基础课的特征，对课程思政的开展有典型意义。

（一） 设计思路

教学设计是实现教学目标，选择知识传递的渠道和师生开展教与学活动的组织方式。混合式

教学环境与传统教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教学媒体的多样性和教学策略设计。教学媒体的选择在

传统教学中考虑教师教学内容的呈现，而混合式教学环境偏重教育主体——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是主要考虑因素。混合式教学设计教学形式多样，比如，采用小组合作学习、自主线上学习、

讨论式学习，以及线下教师主导学习，将“以学生为主体”落实到教学设计中。

结合土木工程专业特点，把土木人的职业精神融入教学大纲，培养学生职业道德情操。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工程案例，达到以学铸魂，教书育人的目的。通过知识的讲授

和工程案例的分析讲解，让学生明白土木工程专业做什么及怎么做的问题。课程思政育人模式下，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以专业技术为基础，以课程思政为着力点、落脚点，将思政育人理念贯穿

专业课程教学。利用混合式教学环境的优势，如通过丰富的线上资源介绍典型混凝土桥梁工程的

发展历程，突出中国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激发学生自豪感与自信心；结合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

程理论知识和实际工程案例设计图开展教学，让学生了解规范，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激

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课前预习、课中教学环节注重思政元素的挖掘、融入，形

成思政映射点［8-9］。课后反馈环节，做好思政育人的效果评价。注重在知识传播中体现价值，突出

显性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实现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化［10］。

（二） 教学过程

线上教学、线下教学都要以学生为主体，在线下教学中解决线上学习不系统不深入的问题，线

上教学扩展知识面，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最终实现线上线下相互补充。例如，线上教学测试时，大

部分学生的“双筋矩形截面梁的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知识点正确率较低，说明这是课程学习难点，

同时也是线下教学的重点。设计汇报环节是检验学生课程学习成果的重要参考，在理论学习后，学

生以组为单位进行汇报。学生可以结合线上教学资源进行汇报准备，在汇报时同步播放演示文稿，

直观展示设计思路、设计过程和设计成果，在交流分工合作中体现团队精神。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课

程思政育人模式线下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

1. 线下教学

线下教学环节分为专业知识讲解和设计汇报，线上教学是知识拓展和充实的平台，线下教学是

主要阵地。从课程内容结构上看，一是绪论部分，介绍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二是混凝土结构原理

部分，分析混凝土结构中常用材料力学性能；三是混凝土结构设计部分，强调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专

业知识点。三部分均可采用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开展教学。

在线下教学期间，教师可以结合混合式教学优化时间分配，把握课堂节奏，提高学生思政素养。

在专业知识教学过程中适当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实事求是的务实精

神、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精诚协作的团队意识，激励学生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

教学中可介绍工程建设的局限性和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警示学生今后

时刻遵守行业规范和道德底线。“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把社会责任感的培

养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国民教育的首项重点任务，在课堂中介绍行业科学家、工匠们勤奋肯干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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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建集团在新冠肺炎肆虐时，10天建成火神山，4万余名建设者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设计、交

底、土建、设备安装、装修等全产业链工作，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现社会责任感教

育活动“常态化”，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社会责任感的感染教育。

2. 线上教学

在混合式教学环境下，线上的教学资源可以供学生预习、巩固和复习，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学习

通”向学生推送课程资料，明确课程学习目标、知识重点难点和学习课程后应该达到的效果。将课

程每个章节的知识点设置一个学习任务点，循序渐进提高任务点的难度，任务点完成后自动批改，

学生通过答案解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课程的知识点。任务点放在章节学习资料后，可以反复学习。

例如，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设计计算是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中的重难点，包括预应力混凝

土受弯构件的应力分析、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裂缝控制

及变形验算，此三步联系紧密，设置任务点有逻辑关系，只有通过前一个任务才能开启下一个，同时

增加思政教学案例，对任务点进行总结。

线上学习平台为师生线上学习提供途径，例如，超星学习通是线上学习移动平台，手机客户端

下载学习通APP，登录绑定课程即可进行线上同步学习。学习通平台集合了图书、期刊、视频等资

源，可以为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提供丰富的思政映射点案例，如《大国工匠》《大国建造》《两山战役》

等。在观看《两山战役》后，教师结合特殊时期背景和专业知识，开展“如何完成工程建设”模拟演

练，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利用课程线上讨论栏目，教师可提出课程相关话题，将思政

元素融入开放性讨论中，引导学生思考发言，如川藏线中混凝土结构工程工作环境复杂、重难点工

程多和建设管理难度大，同时面对高地应力、高地热力、高密卵石层、山地灾害，广大铁路建设者发

图1　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线下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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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体现了建设者的强烈时代意识与敬业精神。2021年，国务院发

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加强新型胶凝材料、低碳混凝土、木竹建材等低碳建材产品研

发应用”的目标。绿色混凝土是具有环境协调性和自适应特性的先进土木工程材料，在课堂中提出

绿色混凝土的应用与发展问题，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发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考，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3. 课程总结

课程教学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结束，教师还需对课程进行反顾总结。教师

通过线上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掌握状况和对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评价与建议，学生

的反馈是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效果的体现。在课程进行过程中适当增加阶段性复习与测试，促进学

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进一步掌握专业设计能力打下坚实基础，教师根据测试结果对下一步教学

方式方法进行调整，达到思政教育效果最大化，促进课程思政模式的形成。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

等方式收集学生教师对课程的意见与建议，并不断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总结性地评估学生的知

识掌握、专业能力、价值观等，从而完善教学设计，逐渐形成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实践。

根据教学效果及学生反馈，反思在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模式下的问题，如专业知识是否与思政映

射点匹配、是否生搬硬套，如思政案例是否对专业课程学习有所帮助，案例数量是否合适等。最后

对课程思政育人模式进行总结，结合学生的需求和发展方向，对专业课程思政模式不断进行优化、

更新。通过不断的实践、反思和总结，更好地把思政元素融入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培养德才兼备的

人才，实现立德树人的要求。

图2　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线上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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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考核

土木工程专业课既要考核专业知识，又要考核思想政治水平。现阶段高校传统专业课程考核

局限于“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专业能力，也不能全面体现思政教育的效

果，不利于形成过程化的育人模式［11］。课程思政教学有多样和隐形的特点，课程思政的考核不仅仅

是对知识性内容的单纯记忆，而且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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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为学生线上、线下表现占平时成绩的比例。

将思政教学效果纳入考核范围，思政成绩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课程的任务点数、上课发言次

数、汇报质量和开放性的讨论环节进行考量。思政映射点纳入考试成绩如表2所示。过程化考核根

据土木工程专业特色，结合学生需求，发挥教师教育主体责任，能够做到全方位的考核。这种多维

度、重过程、有思政成效的过程化考核机制帮助学生更多层次地理解专业知识，也对教师有更高的

责任要求，才能在根本上实现教学专业能力与思政的同步提升，进一步实现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四、结语

通过分析“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本文认为混合式教学环境下更有利于开

展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育人。但是，当前专业课程思政还存在着问题，比如，教学活动组织不够

深入，思政课程资源还不成体系，线上平台建设需要完善和充分利用，课程评价体系需要优化等。

做好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问题。立德树人是进行人才培养的必经

之路，只有教师对育人进行不断地思考，提高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教学本领，才能真正做好课程思政

教育。因此，作为教育的主体，教师必须先重视思政育人模式的养成，从而做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

育同行。发挥混合式教学环境的优势，在“线上＋线下”教学过程中促进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融

会贯通，增强线下授课传授知识的能力，利用好线上资源，完善过程化教学考核，最后进行课程思政

总结，不断反思、完善教学方案，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达到相互促进的反馈循环，逐渐形成土木工

程专业思政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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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of courses in civil engineering in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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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people with 
virtue, cultivate successors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adhere to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alism.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ain form of teaching in the future. To 
realiz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virtue,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running socialist universities. Then, the advantag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nline + offline courses in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are analyzed. 
Finally, taking civi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e design i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design ideas,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of the curriculum in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is explored. The concept of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new platforms and new applications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blended teaching, but it is less 
applied in actual teaching. For the discipline of civil engineering, in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design ideas, teaching process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kes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educational goals,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s into 
education, tak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as the effect of curriculum assessmen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nline + offline teaching, 
improves process-based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proposes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schemes.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hieves the feedback loop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forms a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ivil 
engineering.

Key words: blended teaching; civil engineering;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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