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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相互融合,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每门课

程的育人作用,是近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尝试,是培养一流人才、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举措。 以土木工程专业土力学课程为例,在深刻理解土的特点与工程问题、全面厘清课程体系的基础

上,确定土力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根据学院土木工程专业育人目标定位,确定土力学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目标,组建教学团队,创建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深入挖掘课程的内涵与外延,凝练出

课程的四大思政元素: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工程伦理、专业兴趣与认同,依据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紧密

结合,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教育角度,遴选出一批典型的、本土化的思政教学案例,将其有机、有效融入

到日常教学环节中,如盐入水,润物无声,使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和熏陶。 通过实施土力学课程思政,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提高,职业责任及安

全意识增强,专业兴趣与认同感提升,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相融合,形成了土力

学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育人效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有效补充和辅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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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1] 以

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起了各大高校乃至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学校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2] 。
 

2016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意在强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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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共进,将党的领导贯穿到高校立德树人全过程,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教书育人是高校教师的天职。 高校教师要是没有德育意识,解惑工作做得再好,也只能是一个

输出终端;授业工作做得再好,也只能是一个“教书匠” “手艺人” [3] 。 因此,激励学生把个人理想和

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斗者、开拓者,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

歌和精彩人生,是专业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4] 。
土木工程作为一门传统的工科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本文以土木工程专业的核

心课程土力学教学设计为例,深入挖掘该课程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和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感

染和熏陶,从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融合,以达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的。

一、土的特点及土力学课程体系

(一)土力学的特点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岩土体。 土是自然界的产物,经历了漫长的

风化、搬运、沉积和地质运动,受到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形成其独特的组构和性

质。 不仅不同地区的土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是同一地区、同类土体也有一定的变异性[5-6] 。 严

格地讲,正如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原状土体。 有学者说过,如果部

分学科如机械、电机和 IT 之类,是人类自己想出问题,自己解答,那土力学就是人类回答上帝提出的

问题。

图 1　 土的三相组成

土力学学科诞生之前,在我国就已有了几千年的实践应

用。 一方面,我们在土层上耕耘营造,生生不息,建造了宏伟

的楼堂殿宇、大坝长堤、千里运河、万里长城、高楼大厦、跨海

大桥,众多历史悠久的古代工程和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现

代工程,创造了一个个璀璨夺目的古代与现代文明。 另一方

面,土力学是回答上帝提出的问题,“天意从来高难问”。 人

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可能穷尽的,土力学的理论计算与

工程实测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因而在自然界中探索和

实践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现实中,由于山体滑坡、地基承载力不足和基坑塌陷等问题引发的地

质灾害和工程事故层出不穷。 但失败的案例也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在其中会发现尚没有被认识的

东西,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增长才干,“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土力学中拥有多角度

的思政教育元素可以发掘[7] 。
(二)土力学课程体系

要学习一门课程,首先要全面厘清其课程体系。 土都是不连续的介质,它们是碎散的颗粒集

合,矿物成分、裂隙分布、颗粒大小、形状与级配、状态与结构的不同,使土的形态千差万别。 土是由

三相组成的,其裂隙或孔隙中充填着液相(水)和气相(如图 1),三相间不同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作

用,使土形成了极其复杂又丰富多彩的物理力学性质。 土的不连续性、变异性和多相性,造成了土

的强度低、变形大和渗透性大这三大工程问题,土力学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三大问题。 土力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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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框架分为三部分(图 2)。 第一部分认识土主要是了解土力学的基本知识和概念,第二部分重点

讲解土的三大问题的特性,第三部分为这三大问题的工程应用。

图 2　 土力学的知识结构框架

二、土力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一)确立育人目标定位,建立专业思政德育目标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建议,结合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办学定位与土木工程

专业的特点,对人才培养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育人目标定位为:培养面向未来国家建

设需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科学与

人文素养,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相关原理和基本方法,能胜任土木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施
工、运维、管理,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专业应用型人才。

依据学院育人目标定位,梳理土木工程专业育人逻辑,确定专业德育目标为:(1)激发学生科技

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2)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精神;(4)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5)激发学生专业兴趣与实现专业认同。
(二)组建教学团队,提升教师思政素养

首先,教师应以身作则,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 此外,教师还应关心时

政,善于从社会时事、热点中,根据课程思政目标提取有效思政元素,适时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
最后,定期组织教学团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并就教学方式、教学效果进行广泛地交

流与探讨,取长补短,使团队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教育质量

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三)确定教学内容,创建教学资源

首先,应组织思政课教师、通识课教师、土力学教师及其他专业课教师围绕专业德育目标,确定

土力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目标,并共同研讨土力学课程中的思政资源,进行教学大纲的课程思政内

涵设计,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的各个知识板块。 其次,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择符合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的土力学教材。 最后,根据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形成一套具有思政教育内涵及功

能的教学资源,把相关课程思政内容按章节细化到每节课,确保完成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四)教学方法与课堂教学模式

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融入性原则。 有人比喻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

的方式是将盐放入各种食物让其吸收。 因此,思政教育元素要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引入自然,不
显山不露水,保持专业课程的原汁原味,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在无形中感知、领悟,实现潜

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德育教育。
在教学模式上,既强调“教”的启发性,又强调“学”的能动性,这就对课堂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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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要求[8] 。 在课程知识点传授环节,联系丰富的、重大的、有趣的建筑工程案例来讲解,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实现专业认同;在课后师生互动环节,让学生自主搜集优秀工程案例和重大工程事

故案例,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评价工程活动对社会、经济、文化、健康、安全的影响,理解土木工程师

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教与学”的双向活动中达成育人目的。
(五)课程考核方式

通过教学改革创建了综合性、多样化的课程考核方式[9] 。 采用课堂互动+作业+案例分析+笔试

的综合评定方式,鼓励学生课后收集资料、分析讨论,并于课堂上展示、汇报,详细考核方式见表 1。
这种多样化的评定方式在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同时,也能极大地锻炼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
表 1　 思政教学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考核形式 考核内容 比重

课堂互动 课堂表现优秀,回答问题准确、完整,每次酌情加 1-2 分,加满为止 10%

作业 每次作业按
 

10
 

分制单独评分,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10%

经典案例鉴赏
按小组搜集我国优秀岩土工程案例,制作 PPT 在课堂上汇报。 按 10 分制,分案
例选择、案例分析、

 

PPT
 

制作水平、口头表达的能力 4 个方面考查学生,每项 2. 5
分,引入同学互评成绩作为参考

10%

事故分析
按小组搜集我国重大岩土工程事故案例,制作 PPT 在课堂上汇报。 按 10 分制,
分独立思考、专业知识应用、

 

PPT
 

制作水平、口头表达的能力 4 个方面考查学生,
每项 2. 5 分,引入同学互评成绩作为参考

10%

考试 采用笔试(闭卷)形式,以卷面成绩乘以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考核内容土力
学基础知识及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 60%

　 　 (六)教学反思与修正

通过教学实践,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教学点,根据学情分析查

找原因,及时对相关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模式做出调整和完善。

三、土力学课程思政融入案例

根据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德育目标,确定土力学课程教育教学的思政目标,与专业德育目

标基本一致。 土力学课程思政案例选取时应围绕实现上述五个方面的德育目标,并结合土力学课

程内容特点进行,力求融入案例的全面性和多样性[10] ,具体案例见表 2。
(一)不同时期的思政案例

教学案例从时间上可分为:古代案例、近代案例和现代案例。 重点在于激发学生报国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但不同的时间

阶段的思政案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1. 古代案例

(1)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讲述凝结古代匠师智慧的经典土木工程,如赵州桥、都江堰等,使学

生切身体会我国古代匠师对世界土木发展的杰出贡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2)教学内容示例。 赵州桥是隋代匠师李春设计建造的大石桥,当时没有力学及工程知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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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通过自己多年经验和实地考察,将桥址选在粗砂层上,选用硬度较大的砂石作为建桥石料,采用

单孔坦弧敞肩式结构设计。 赵州桥这一结构设计较欧洲领先一千多年,合理的桥基选址、选材以及

优越的桥梁结构设计等使得赵州桥在经历多次洪水和地震灾害后仍屹立不倒,对全世界桥梁建筑

有着深远的影响。
表 2　 课程思政案例列表

知识
单元 土力学简介 知识

目标 了解学习土力学的目的及其重要性

教
学
内
容
设
计

 

古代案例如:赵州桥、都江堰、长城等我国优秀的
历史文化遗产
近代案例如:成昆铁路、宝成铁路等
现代案例如:上海中心、港珠澳大桥等
有趣案例如:莫高窟千年不开裂、熠熠生辉的奥秘

对
标
思
政
目
标

文化自信—弘扬悠久的历史文化,激发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知识
单元 土的物理力学性质与工程分类 知识

目标 认识土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

教
学
内
容
设
计

大美诗词:古诗词描写与土的性质相结合
妙手回春:止泻良药蒙脱石散的医用功效与其物
理性质相结合
掘金西部:哈米尔兄弟利用土的触变性掘金西部
的故事
捍卫主权:我国用吹沙填海方式回填出美济岛、渚
碧岛、永暑岛三岛

对
标
思
政
目
标

文化自信—弘扬悠久的历史文化,激发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
职业素养教育—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道路自信—我们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生活

知识
单元 土的压缩性与地基沉降 知识

目标 会计算地基土的沉降

教
学
内
容
设
计

经典案例:比萨斜塔和虎丘塔
大家故事:土力学之父太沙基发现有效应力原理
的故事

对
标
思
政
目
标

职业素养教育—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科学探索精神

知识
单元 地基承载力的确定 知识

目标 能根据工程情况确定地基承载力

教
学
内
容
设
计

经典案例:特朗斯康谷仓地基失稳

对
标
思
政
目
标

工程伦理教育—强化工程设计的科学性和严
谨性

知识
单元 土压力理论 知识

目标 会计算挡土墙土压力

教
学
内
容
设
计

失败案例:2009 年上海闵行区莲花湖畔“楼倒倒”
事件

对
标
思
政
目
标

职业素养教育—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2. 近代案例

(1)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讲述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甘于奉献的案例,如成昆铁路、宝成铁路

等,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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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示例。 1958 年建成的宝成铁路,在秦岭北坡的清江河谷时,为了克服地势高差,过
杨家湾站后就以 3 个马蹄形和 1 个螺旋形(“8”字形)的迂回展线上升(如图 3),线路层叠 3 层,高
度相差达 817

 

m,在观音山站可以看到三层铁路重叠的壮观场面,再经 2364
 

m 长的秦岭大隧道穿过

秦岭垭口,这是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观,一举解决了自古困扰四川人民的出行难题。
3. 现代案例

(1)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讲述土木工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如上海中心、港珠澳大桥、南海吹沙

填海等,培养学生国家自豪感、科技报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2)教学内容示例。 2014 年,我国开始在南海进行填海造陆,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填出了 3200 英

亩,并且在美济、渚碧、永暑岛三岛上建了飞机场,相当于在南海上建造了三艘不沉的航母,成功稳

定了南海局面。 现在,无论是西方操纵的国际法庭裁决还是自由巡航,都难以对南海局面造成威

胁,填海造陆有效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海洋安全。

图 3　 观音山展线示意图与观音山车站实拍

(二)不同类型思政案例

教学案例从类型来说,可分为成功案例、失败案例、有趣案例,重点在于强化对学生工程伦理的

教育,同时起到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实现专业认同的目的。
1. 成功案例

(1)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通过成功的案例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激
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如:哈米尔兄弟掘金西部的故事。

(2)教学内容示例。 哈米尔兄弟受雇在休斯敦附近山上开采石油,掘进 1 米得到 6. 5 美元,360
米就是 2300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11 万美元。 但是砂井容易塌孔,哈米尔兄弟将泥浆涂抹于孔壁,巧
妙地利用土的触变性,形成“泥浆护壁”,作为低透水性泥膜,既可防止地下水浸出,又可为外部砂土

提供支撑力,防止塌落,掘到了第一桶金。
2. 失败案例

(1)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通过失败的工程案例,让学生熟悉与土木工程行业和职业相关的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理解土木工程师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强学生

的职业道德修养,如:上海闵行区“楼倒倒”。
(2)教学内容示例。 2009 年 6 月 27 号,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一幢在建的 13 层建筑,在结构未

产生较大破坏的情况下,突然缓慢地整体倒塌。 事故的原因是现场随意堆土,使建筑南北两侧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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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四五米的高差,产生巨大的水平方向上的土压力差,远远超过了桩基础水平方向上的抵抗能

力,从而导致桩基础折断,丧失承载能力,进而引发房屋的整体倒塌。
3. 有趣案例

(1)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通过讲述与土有关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应用,体现我国劳动人民的

智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民族自豪感,如:莫高窟佛、蒙脱石散等。
(2)教学内容示例。 莫高窟佛像以木架为骨,黏土为身,并在彩塑敷面的黏土中掺入砂子、棉

花、稻草,防止了佛像表面因失水而开裂,保证了佛像千年不倒、熠熠生辉;黏土矿物之一的蒙脱石

具有吸水性强的特点,使水分不是到此一“流”,而是到此一“留”,我国古代人民充分利用其这一特

性,制成了妙手回春的止泻良药蒙脱石散,沿用至今。

四、土力学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土力学课程思政教育通过工程案例引入和分析,实现了专业知识与立德树人相融合,在“全方

位育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课堂表现上。 用精心选择的、生动的、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一步触动学

生的内心,激发其学习专业知识的渴求。 课程纪律明显改善,上课注意力提高,学习主动积极性增

强,课堂活跃度、作业完成度和认真程度提高,期末平均成绩和及格率与往年相比有一定提升。
在思想上。 以专业知识为依托,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尊重科学知识和

对科学的敬畏精神。 通过工程案例引入和分析,培养学生在从事土木行业中“热爱事业、忠诚事业、
敢于担当”的工作精神,同时树立“科学求真、创新励志”的价值取向。

在实践上。 通过土力学理论与工程案例的学习,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实干精

神,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同时通过案例的搜集、整理与讲解,培养了学

生团结合作精神、职业责任及安全意识,在内心建立对职业的敬畏感等。

五、结语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人才培养的目标,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而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

主渠道。 开展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实践,统筹推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相互融合,将思政教育有

机融入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是近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举措、
新尝试,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

首先,思政建设要注意提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师德师风建设、党建工作等紧密结合,快速

有效地提升教师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从而使课程思政教育质量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其次,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建议,结合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办学定位与土木

工程专业的特点,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并依据培养目标修订培养方案,梳理专业育人逻辑,确定土木

专业思政元素,明确各专业课对应的思政目标。
最后,在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以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土力学为例,围绕本课程具

体的思政教育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大纲的思政内涵设计,深入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元素,凝
练本土化的典型工程案例,并将其有机融入到日常教学环节中。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讲授,实现课程

德育目标,形成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育人效应,使课程思政成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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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有效补充和辅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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