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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学习视角下工科专业实践教学
中的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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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工科专业实践课中有效实施课程思政，提出基于情境学习的思政元素融入方法。以综

合实践环节的训练素质要求为对象，依托情境认知的基本理论框架，阐释了工科毕业生素质要求和情境

学习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将实践唯物主义教育观与情境教学特征相结合的融入路径。基于情境教学

模式中观念转变学习和认知弹性两个建构理论，展示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思政改革案例，取得了预期的

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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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1］，为了将价值观传递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需要深入挖掘并用好各类教学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课程思政

建设成为教育部 2019—2021连续三年的年度重点工作［2］，通过培养方案修订、教学能力培训和监督

评价机制建设等举措，一大批工科院系课程思政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在专业理论教学上积

累了教学资源和方法经验，但如何在实践训练环节贯彻课程思政的方法性成果还相对较少。

实践训练是工科专业教学的“落地”环节［3］。从最新完成修订的工科培养方案看，专业实践训练

的教师选拔、课时数量、平台建设均呈逐渐加强趋势［4-5］。在此影响下，专业实践的目标达成路径正

逐步丰富，教学质量评价和保障要求也逐步提高。如何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专业实践环节，让学生

在专业实践训练中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价值认同，是课程思政逐渐步入“深水区”亟待解决的问题［6］，

doi：10. 11835/j. issn. 1005-2909. 2023. 05. 01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杨成，富海鹰，陈占友，等 . 情境学习视角下工科专业实践教学中的课程思政［J］. 高等建筑教育，2023，32（5）：

116-127.

修回日期：2022-1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数字思政精品项目培育计划项目；2022年四川省课程思政示范课项目；2021年海军级院校教学成果立项培育项

目；2022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2021年军队院校计算机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西南交通大学 2021年课程思政示

范课项目

作者简介：杨成（1977—），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工程教育国际化和课程思政研究，

（E-mail）yangcheng@swjtu.edu.cn。

116



杨 成，等 情境学习视角下工科专业实践教学中的课程思政

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学习目标，有效建构或完善专业教学情境、协作交流机制，并最终实现思政教

育内涵的意义建构。

相比理论教学，专业实践主要在学习路径和教学范式上存在显著差异［7］。学生在工程技术实践

过程中，可能直接参与研发、设计、生产甚至初级的管理或经营活动，相比理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接触与反馈更加直接，因此，对学习对象的认识过程，不完全依赖教师讲解，甚至

和最初的教学情境预设也存在差异，这和课堂理论学习主要通过教师的事前准备与现场口述，并按

照教学情境的创设实现认知的方式明显不同［8］。

关于实践学习方法上的特殊性，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物质实践

作为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因素，直接制约了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因此，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

认识变化，甚至意外发现，都是物质实践推动认识最基本的表征，而这个“认识—实践—重新认识”

的过程在传统的理论课堂上难以实现［9-10］。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教育入手，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

中通过探究学习、反馈思考、改进认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是利用好

工科专业实践课平台，提升课程思政效果的关键。

作为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近年来依托轨道交通人才培养

的行业特色，相继在川藏、成兰、福厦、玉磨、大瑞、丽香等六条“艰难险重”铁路干线的施工现场设立

了专业实践课程思政基地，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探索总结了专业实践环节课程思

政实施的有效方法。

本文基于建构主义背景，借助情境教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梳理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中的课程

思政实施路径。以土木工程专业实践项目作为案例，分析思政元素的融入过程，展示教学效果。对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入工科专业实践课的教学方法，以及课程思政在专业实践中的发展进行了

论述。

一、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专业实践内涵

通过课程思政建设来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现实的人”的本质特

征是实践，全面的实践活动是全面认识活动的基础。将社会实践活动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11］。以专业培养目标为指导的实践学习是整个工科人

才培养链条中最接近物质实践的环节，如何挖掘专业实践课的哲学内涵，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

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强化唯物主义实践观认识，是在专业实践课中产生课程思政实效的关键。

理论教学的内容安排往往在实践教学环节之前，很多实践教学环节只注重展示预设结果，将其

作为“验证”环节，以理论解释实践结果，但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

从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1］。实践的过程，更是对理论重新认识、补充，甚至质疑的过程。“经

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2］从实践中获取新问题，探求新理论，再重新指导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一直强调的。

因此，工科专业实践环节，应将重点从验证课堂讲授的既有理论，到引导学生发现、总结、解决

“新问题”上来。为达此目的，应适当调整专业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

一方面，新工科改革的训练要求希望学生能考虑一些非技术因素对工程实施的影响［13］。按照

卓越工程师的素质要求，毕业生要考虑与工程建造相关的生存环境、健康安全、伦理道德、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如，海外铁路的选线环节需要考虑铁路开通对当地政治格局的影响［14］，城市规划或标志

性建筑需要考虑对社会观念和生态环境的影响［15］。这些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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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要组成，决定了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结构［11］。

另一方面，效果良好的实践环节，还需要优秀具体的教学方法和理论支撑。以行为学和心理学

为基础的认知方法论正在快速发展，采用符合认知规律的先进教学方法，可建构专业知识的学习路

径，成为思政教育的载体。有研究表明，在建构主义背景下实施基于情境的教学方法，可以抓住情

境创设、信息资源汇聚、自主学习设计、协作环境形成、效果评价等具体环节，充分而有机地融入思

政元素［16］。

因此，抓住能力培养要点的内涵和教学设计步骤，是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专业实践教学

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基本方法。

二、基于毕业要求和情境教学相关性的思政元素分析

专业实践教学重点培养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多维度学习的能力［17-18］。由于高年级的专业实践

目标往往与毕业要求较为接近，结合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提出的毕业素质点，对思政元素的

融入路径进行分析。

（一） 毕业要求和情境教学特征的关系

《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19］（以下简称《指南》），给出了毕业生要求指标点（表

1），不同的指标点所要求的内容，只有在对应的实践学习内容中才可能逐个实现，而不同的内容学

习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教学方法，要有对应的情境创设。

以情境教学为例，其构成的四大要素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根据既有的情境教学方法总

结和案例展示［16，20-21］，表 2给出了这四要素所对应的毕业生要求指标点，而如何建立这种对应关系

还需要更多的阐释。

表1　《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毕业生要求

GR1
工程知识

GR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GR2
问题分析

GR8
职业规范

GR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GR9
个人和团队

GR4
研究

GR10
沟通

GR5
使用现代工具

GR11
项目管理

GR6
工程与社会

GR12
终身学习

表2　基于情境的专业实践教学背景下的素质要求与实践观思政元素

情境教学

要点

毕业生

素质

基于实践观

的思政元素

情境

（situation）
GR1，GR2，GR3，

GR4，GR5，GR6，GR8

（1）实践的基本内容和

实践形式

（2）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3）认识的反复性和无

限性

协作

（collaboration）

GR9，GR11

（1）作为实践基本形式的生

产分工和社会关系

（2）社会分工的生产力属性

会话

（conversation）

GR10，GR12

物质实践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过程的制约作用

意义

（meaning）
GR3，GR5，

GR6，GR7， G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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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

“情境”的选择和设计部分，毕业要求的GR1~GR5部分，侧重知识重构和具体的技术应用。无

论是国内的专业实践环节，还是国外的综合实践课程（Capstone Course），又或者是工程高级实战项

目（Senior Capstone Program in Engineering， SCOPE）都需要进行知识重构，以应对复杂工程问题［9，18］。

《华盛顿协议》和《指南》都给出了“复杂工程问题”的具体定义和特征要素。这种复杂性在于学

习中面对的问题往往并非传统理论课堂上经过雕琢的“结构良好”的例题，指的是“预设条件完备，

分析模型理想”，而现实中可能以“结构不良”（ill structured）问题居多［22-23］，需要集成多门课程的知

识，可能采用非常规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其情境预设需要设置具体而合理的“缺陷”，在现实中往往

“有迹可循”。后文将以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举办的大学生轻舟赛为例，用混凝土材料而不是传统的

木材或轻钢造船，这就是典型的情境“缺陷”。

表 2将GR6~GR8也纳入“情境”要素的原因在于，对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观察是情境教学原

理建立的基础。Lave和Wenger认为“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现象，通过有经验的，生活在现实世界

中的人们合法地参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构成”［24］。所以，从学

习行为本质的理解看，情境学习是实践、社会、参与和发展结合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完全贴合实

际工程的实践教学本身就是一种情境教学范式。

另外，GR12也可以在情境设计中体现，动态的社会生产和发展所展现的学习情境是不同的。

Lave认为，实践理论中的情境学习不同于其他方法，因为参与社区以及在社区内的认知和交流，本

身就处于持续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例如，我国大力发展的基础设施数字化［25］，如何在虚拟平台中

观察基础设施性能的动态演化，使其可读取、可评价、可监控，尚无“最优解”，需要根据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时代的具体发展不断地对数据需求进行更新。其教学情境的搭建要有技术前瞻性，以考虑

技术发展带来的情境改变，且数据的动态演化特征本身就是学习内容之一［26-27］。

2. 协作

“协作”要素中不仅包含GR9，也包含GR11，管理和群体决策是生产协作不可或缺的成分，Coase
认为决策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是社会协作生产的体现［28］，Russell以厄勒海峡隧道的建造案例

证明，大型工程实施中的协作、会话和换位思考本身就是工程管理的一部分［29］，此时GR9和GR11有

从属关系，故共同纳入情境教学的“协作”要素。在由情境创设所模拟的生产实践中，社会分工和管

理既有生产关系属性，又有生产力属性。

3. 会话

GR10和GR12一起被纳入“会话”要素，除了沟通本身就具有会话特征外，情境教学的基本理论

认为，学习是“合法外围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有动态特征［24］，学习内容在参与和

角色配合的发展中获取，沟通和会话是不断更新的实践，终身学习是一个和社区不断“会话”的

过程。

4. 意义

对学习“意义”的分析和评价无法脱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需要解读其与职业规范的关系。

首先提出情境学习的 Lave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想获得广泛而深层次的知识丰富（knowl⁃
edgeability）反而日趋困难，当学习行为的专业生产或商业归属特征增强的时候，实际上阻碍了学习

的可持续发展［24］。因此，对学习意义的评价需要兼顾终身学习能力的影响，以避免其仅仅满足短期

目的。同时，情境教学从活动情境设计一开始，就反映了其对于学习意义的协商特征（negotiation 
characters of meaning），是学者将自我纳入情境，开展认知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单向“接受”学习对象

的知识。

119



高等建筑教育               2023 年第 32 卷第 5 期

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课程核心能力要求中包括：培养关于“道德社会问题的

文化嵌入性”的批判性意义［30］，即对社会和道德因素不仅要学习，而且要评价或批判，反思意义。可

见对“意义”的强调，有助于深化对专业实践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影响的认识，避免GR6和GR7环节

停留在知识照搬或“人云亦云”上。

（二） 情境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思政要素挖掘

1. 情境创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政要素

由于情境的搭建往往具有“结构不良”的特征，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完善情境认识自行搭建知识

结构，认识并解决核心问题，是从观察分析到猜测探究，再到验证结论以建立认识的过程。

情境教学的探究特征和对知识的重构特征，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实践观，包含丰富的

哲学思政元素。“实践与认识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认识世界包括研究、观测、调查和科学实

验，以认识世界为活动目的”［22］，这与情境教学的研学特征不谋而合。认识的能动性表现为有意识

和有目的地去认识，所以情境创设被要求必须和学习主题密切相关。认识的能动性还表现为主动

的、创造性的活动。如，观念转变情境教学模式中的“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理论”，支架式情境教学

模式中的“独立探索”［22-23］。

为了突破既定的情境预设，往往需要知识重构，可以引导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认

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的观点。例如，情境教学理论中的观念转变教学模式认为，对现有知识或概念

的不满是促进学生观念转变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原有认知和现实世界的不一

致［22］。例如，工科实践中理论模型和实际工程之间的差异，常常是学生进行“主次要因素”分析、误

差分析、模型修正的起因［31］，而教学目的都是培养学生完善模型或更好地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

2. 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中的实践观思政要素

学习中协作和会话的必要性还需要从实践观的角度加以论证。一方面，认知的无限性，不局限

于对单个问题“刨根问底”式的探究，还包括增加认识的维度和视角。情境教学方法中的认知弹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理论，不仅要求给学生提供自主知识建构的基础和空间，而且要求学生从不同

的社会需求或工程需求检视（inspect）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案例的草拟和概念

的阐释往往具有交叉性，学习目标的达成过程是非线性的。按照 Sprio的观点，这两种特征决定了

学习成果的意义评价需要通过对话达成［22］。从这个角度看，认识本身也有其自身系统，认识过程有

层次性协同。最后，从理念上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协作与会话”之必要达成共识后，需要通过

工程案例帮助学生建立具体认识。

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人的活动结构分为实践活动结构和社会结构［32］。从实践结构上

看，实践小组成员的合作从形式上模拟了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协作，而生产协作的本质是物质交往的

一部分。例如，以突破桥梁跨度或建筑高度为目标的需求往往促进性能更高的钢材的研发和生产，

工程建造体量的突破也往往伴随测量工程技术的发展，这在以Capstone课程或科创竞赛为代表的

专业实践教学中都有所体现。从社会结构上看，为了工程建造和成本优化而发生的技术性协作行

为，也往往引发对社会、文化、精神意义等非工程技术问题的探讨，比如，交通设施对当地人文景观

的影响、建筑功能对个体的关怀等。

以“村村通”公路为代表的乡村基础设施建造为例［33］，第一个阶段，乡村公路初期的建造目的是

扶贫和联络沟通，将既有的种植产品运出乡村是当务之急，此时乡村公路的运输效率与闲置土地种

植利用率之间关系的考量显然位居其次；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随着进一步致富要求，农产品养殖

规模扩大，乡村公路需要考虑闲置土地种植产品的运输效率，将使公路旁边的闲置土地升值，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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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搬迁。因此，在第二个阶段，之前忽略的城乡规划和运输统筹变成了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这

是多维度、动态、非线性地考虑工程建造因素的典型案例。公路建造这样的物质实践从一开始就和

物质交往（农产品销售、闲置土地利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村落变迁和重构）、精神交往（村民意

识改变）产生紧密的联系。

因此，在以达成工程建造为目标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就伴随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交

叉影响的成份，而不仅仅是靠物质实践的最终结果来“单向”地影响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引导学

生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对于工科培养目标的达成有显而易见的

意义。

三、基于情境学习的专业实践教学案例与课程思政

以课程设计实践、竞赛制作实践、工程实践研究报告3个实践案例，对情境创设、技术路线设计、

自主学习引导和学习效果评价4个方面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兼有知识总结和实际应用的

成分，工科专业实践的情境往往以正在建造或已经完成的实际工程作为背景，其部分建造目标和技

术措施的意义已经预先达到社会共识，但随着实践深入，又出现新的意义评价。因此，“意义建构”

的完整性在实践初始阶段很难一蹴而就，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这表现在意义建构与情境

预设间往往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和理论学习往往表现出明显的“进阶性”有所不同［9］。

（一） 高铁站房结构设计

以大型高铁枢纽站——合肥南站的设计为例，由于超长超大，按设计规范要求，楼盖应设置分

隔缝［34］。但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不设缝的案例越来越多。学生通过学习研讨，提出设置或不

设置分隔缝的3种方案供选择（图1、图2）。

当设置分隔缝时，可以利用楼面不连续的特点设置一定空间分割，并改变交通流组织和空间设

计，引导学生进行设计文化、建筑心理学、工程伦理和节能环保方面的考量［35］。同时考虑到分隔缝

可以阻断高铁过站造成的楼面振动，在舒适度和环境降噪方面有积极作用，通过动力学分析，对不

同方案进行了比较，可见技术分析，也可以为非技术的情境预设提供条件。当围绕文化和社会生活

等进行讨论，建构新的意义时，可以引导学生讨论物质实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大型建筑结构的建模、分析和设计，需要通过小组成员间配合完成，并进行交流对话、讨论。最

终引导学生体会认识论的规律，并建立正确的实践观。

（1）建立初步认识。常常将形状规则的楼面假定为一个整体进行扭转验算。第一轮试设计过

程中，方案 2和方案 3未考虑分隔缝引起的缝间楼面振动不同步，故计算结果显示出很大的扭转不

图1　高铁站房楼盖的分隔缝设置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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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性，可能影响结构安全，按规程需要调整设计。

（2）发现问题并质疑探究。但设计小组发现楼面的质量和水平抗力构件刚度都比较均匀，进而

引发疑问和探讨，以防止意料之外的地震灾害损失。

（3）通过实践升华认识。通过更贴近实际的动力学分析发现，分隔缝之间独立的楼面扭转并不

显著，未呈现扭转不规则，由此“刷新”了最初的分析假定。而之前的整体楼面扭转不规则是由于楼

面振动不一致，分块楼板之间相对运动较大造成的。这种认识的“刷新”也是情境教学模式中典型

的观念转变模型的体现。核查楼面整体假设下出现扭转不规则的原因，逐个考虑其形成要素，重新

审视造成扭转程度过大的诱因，是概念的充实（enrichment）；在诱因明确的基础上，通过模拟重现扭

转不规则现象，属于概念的重建（restructuring）［20］。

（4）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考虑在分割楼面之间做柔性连接，降低地震可能造成的构件损失。

这种实践过程呈现出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反复，以及认识的进阶规律。从第 2和第 3小组的学习

笔记看，存在认识论的两阶段规律，即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实践的特点。初次分析时将存在

分割关系的楼板看作整体是套用大楼面整体平面假定的“惯性思维”所致，一定程度上属于感性认

识阶段的“刻板印象”［36］，切入实际的具体分析通过理性思考和分析为初次认识“纠偏”，实现从理性

到感性的飞跃。而依据新建立的理性知识对建筑进行改造，属于从理性到感性的“第二次飞跃”［37］。

作为实践训练结果，3个方案组成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存在差异。图 3反映了笔试测试

结果，在各组人数（分别为 33、37、31人）和平均GPA较为接近的情况下，横轴上的 3个问题针对扭转

不规则的理论深度依次加深。由于问题1，即扭转不规则的判断准则属于规范条文，3个组均掌握得

较好，但由于方案1的楼面形状和质量分布较为规则，没有机会调整方案，对于扭转不规则的调整方

法并不熟悉，与方案 2和方案 3的得分率呈现了较大差距。对于扭转的动力学分析机理，有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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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铁站房楼盖设计的情境学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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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人数就更少。这个测试说明了实践对于理论探究的推动作用。

（二） 水泥轻舟赛

近些年，参考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举办的大学生水泥轻舟赛（NCCC），采用非常规材料的“结构设

计+操作使用”竞赛逐渐普及。

以水泥轻舟赛为例，要求学生用水泥类材料建造小船船体，载重 2~4人，在真实的湖泊内竞速

划行，决出优胜。

（1）情境预设显著的不完美，即“结构不合理”性，有助于认知的多维发展。竞赛规定不能采用

通常的木材或金属作为船体材料，而是采用非金属无机材料，而这种“不合理”恰好给予材料的选择

和处理以更多的可能性。参赛小组为了达到减轻重量、提升性能、减少碳排放、增强防水等目标，选

择在普通混凝土或砂浆中加入粉煤灰、陶粒、碳纤维等不同的混合方案以改善混凝土轻舟性能，恰

好印证了认知弹性理论，即只有通过显示多维事实时才能反思情境预设中的复杂概念和不良

结构［22］。

（2）情境预设的可替代性取决于知识的准备程度。工科专业的某些实践教学环节，不太容易直

接利用现实情境进行训练，例如，对象超大、条件艰险或真实训练成本过高时，需要进行情境模拟。

轻舟赛准备过程中，学生巧妙利用了流体力学教学试验水槽模拟了竞赛划行时的水流作用，完成了

受力和变形测试，如图 4（a）所示。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等效水流阻力和激励模型，需要一定的理论基

础，对替代情境和真实情境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也属于知识重构。

（3）由于正式比赛的时候，需要竞赛小组协作，通过人力将轻舟从陆地抬到水中，此时船体倒扣

成“底朝天”，产生与水面工作时方向相反的负弯矩，需要单独提出一种受力工况进行分析，以完善

船体设计，如图 4（b）所示。这种特殊情境的预设，来自小组成员在协作过程中的思考，是对话讨论

的结果。这种为实现“协作运输”所考量的特殊情境的受力分析来自“协作制造”的过程，但当建造

者本身也是竞赛中的运输者时，他们就开始考量运输的情境和力学性能。当他们是划水竞赛者时，

甚至考虑选手划行姿势对船体力学性能的影响。这种“制造者+运输者+划行选手”的多重参与者身

份，有助于学生实现弹性和多维度学习。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认为，从“制造者”到“划行选手”这样的学习身份转换或合并有助于学

习发展。这是因为知识技能的变化过程包含在一个实践者团体（community of practitioners）的身份

变化过程中，而对知识或技能的“掌握”作为学习结果，是这个团体的一种组织性、关联性特征。反

之，深度的商品化进程和社会分工，可能限制了在更广阔范围内学习掌握新知识，阻碍了可持续发

展。人类社会的生产从没有明显分工到严格分工，又到重新交叉融合，显著影响未来劳动者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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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学习体制和学习效果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24］，是可以有效传递给学生

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三） 基于学习报告写作的成效分析

为促使学生反思工程建造对社会的影响，以建筑结构课程设计为例，在设计目标达成后，还需

将调研、方案比对、设计技术问题、模拟施工等方面的工作记录和感受整理成实践报告，在完成写作

的过程中，提出自己对当前设计成果、理论技术内涵、未来技术发展等方面的看法。

为检验课程思政实施的效果，进行分组教学效果测试，将“装配式建筑发展及影响”作为写作备

选题之一。改革前的 134人中有 37人选此题，作为对照组；改革后的 111人中有 29人选此题，作为

实验组；选题人数比例分别为 27.6%和 26.1%，受关注程度较为接近。两个组均要求了解国内外装

配式建筑发展现状，对装配式建筑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论述。

（1）对照组更关注技术进展研究、建筑选型和居住体验，以“房屋居住性”本身为研究中心，聚焦

于装配式建筑建造中的具体技术问题，培养传统意义上的工程师。

（2）实验组则引导学生关注装配式技术与节能减排与碳中和要求、运输条件发展、人口红利减

退、劳动力择业观变化、城市化进程需求等的关系，分析装配式技术应用对产业链拖动方式改变的

影响，讨论了装配式建筑兴起的原因，分析不同时期工业界对于装配式建筑技术的认识转变，从中

体现了当前工程教育认证所要求的人才培养素质能力点。

针对两个小组的实践报告，利用词频分析软件ROST对汇总文本进行了词频统计，绘制了如图

5所示的词云图（仅给出频次多于十次的词），可以看到，虽然两组文本均包含装配式、建筑和结构等

词，但实施课程思政后的实验组，学生呈现出对社会的关注，资源、经济、绿色、评价、消费者、传统等

词频较高，这说明学生开始关注工程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及社会效应评价等因素。以工

程建造为代表的物质实践对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实验组学生感受得更充分。学生在达成

传统的设计训练目标后，还拓宽了观察视野，涵养了社会参与意识，从“社会人”的角度强化了对唯

物主义实践观的认识。

 

（a）从协作运输的情境到运输内力工况分析 

（b）从协作建造的情境到水槽试验验证分析 

运输内力工况 

图4　轻舟赛的情境预设与协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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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工科实践教学形式多样化、内容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下，课程思政建设一方面需要紧密贴合教

学内容，实现隐形教育和“润物无声”；另一方面，需要寻求相契合的教学理论和方法，遵循认知规

律，提升教学效率。

基于情境认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对我国工科毕业生素质要求点、情境学习要素、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要点之间进行了归纳梳理，认为专业实践环节的素质要求达成，以及思政元素的融入可以借助

情境预设要素更加有效地达成。以情境教学模式中的观念转变学习理论和认知弹性理论为例，展

示了3个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思政改革案例，基于教学成效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解释工程现象并处理工程问题的训练，推翻思维定式，纠正认识偏差，有助于学生充分

建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体会；

（2）借助情境学习中的协作和对话元素，拓展情境预设和意义建构的维度，有助于引导学生认

识学习效果和学习体制的可发展性，树立“人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3）借助“工程对社会影响”的情境预设，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掌握从“物质实践对社会生活的影

响”的实践唯物主义分析视角。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情境学习法结合，发掘学生在情境学习中的认知规律，是在专业实践教学

中实施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创新教学理论更加契合，实现更为

生动的教学运用，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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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section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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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sections, a 

method is proposed for convey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based on the scenario-based teaching 
framework. The first, to achieve the training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s teaching 
objective, relying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ituational cognition, we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graduates and scenario-based learning elements. Secondly, 
based on the presented relationship, the approach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education view with 
scenario-based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was compos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two construction theories, i.e., 
conceptual change learning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the scenario-based teaching model, the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urses were studied. Also, the relevant measures and 
corresponding results were demonstrated.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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