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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专业工程
地质课程思政设计与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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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是目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工程地质课是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类本科专业基础课，结合课程教学

内容与特点，分析了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依托课程知识点挖掘并设计相关思政元素，通过

开展实践教学，推进了工程地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研究结果可为土木、水利与海洋类专业的课程思政

教学和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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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好思想政治课程教

学，满足新时代学生的发展需求，其他专业课程要服从、服务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与思想政

治课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形成协同效应，每门专业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1］。工程地

质课程是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类本科专业基础课［2］，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类专业中工程地质课程

以能够阐述工程地质与地质学的关系及工程地质的含义，说明工程地质的研究内容、服务领域及其

研究方法，解释工程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问题，以及说明工程地质在工程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为知

识目标［3］。围绕该课程，相关学者开展了课程思政设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6］。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需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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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班人。教师不仅需要传授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传递社会正能量。

高校工程地质等专业课程教学，始终需要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

题［1］，有效融入思政元素，提升育人成效。

（一） 践行立德树人教育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合格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德育和智育并

重。在人生旅程中，在高校里接受学习教育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专业课程教学必须始终将立德树

人贯穿其中。在校期间学生不仅需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武装自己的

头脑，而且需要掌握未来工作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培养辨识社会现象的能力。因此，

工程地质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

（二） 专业知识讲授的外在要求

工程地质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学生毕业和就业的硬指标，也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步入社

会的基本要求。地质工程建设与地质环境两者之间的制约规律，既保证了工程安全，又合理地开发

和利用了地质环境，促使了彼此间矛盾相互转化和解决。所有的工程建设活动都需进行工程地质

勘察，其中查明工程地质条件、论证与预测工程地质问题、提出相关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措施，是工程

地质的基本任务。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是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和情感认知的引导，使学生

对工程地质学的历史与演化有更系统认识，也激发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因此，工程

地质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不仅不是绊脚石，而且还是垫脚石，是专业知识讲授的外在要求。

（三） 培养学生身心健康的内在要求

全球信息化共享时代，各种文化、自媒体信息等内容爆发式呈现，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不良文化、

负能量、虚假或“快餐式”无营养的信息。大学生群体心智尚不够成熟，对一些信息的辨识能力尚有

不足。如以简单的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或就业难易程度为选志愿的标准；以个人经济收入为人生

目标，对工程地质勘察等关系国计民生需求，或相对艰苦的行业嗤之以鼻等错误的世界观与价值

观，加上传统教育对专业知识的融合、实践性引导相对不足，易导致学生在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逻

辑判断等方面认知存在缺失。工程地质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入思政教育，是学生身心健康的内在要

求。工程地质课程思政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文化素质，提高对海量信息的辨识能力，树

立正确的是非观念，最终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设计

（一） 课程思政的目标

以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为目的，将工程地质专业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以寓道于

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的方式，以画龙点睛式、专题嵌入式、元素化合式、隐性渗透式的教学形式为

手段，使课程知识富有新的时代意义和思想内涵。

（1）工程地质灾害（如地震、海啸、火山、滑坡、泥石流等）的防灾减灾需求，需要培养学生爱岗敬

业的专业精神和塑造责任担当的品质，引导学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坚守学术诚信，明确规矩与底线。

（3）能够以爱国情怀、工匠精神为引领，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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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

通过对工程地质课程内容设计进行优化，实现其从专业课程教授向课程思政教育转变，将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并进一步提升授课效果，为新时代新形势下

思想道德建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分析和归类如表1所示。

三、课程思政的教育实践

（一）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爱国情怀

1. 新疆坎儿井与地下水

在讲授“地下水的类型及其工程特征”课程知识点时，引入新疆吐鲁番地区坎儿井地下水开发

利用与灌溉系统修建情况，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地下水开发

与利用形式，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工程长度超过 5 000公里，使用时间超过千年并沿用至今，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

2. 都江堰工程岩石开凿与地表地质

在介绍“地表地质作用”课程知识点，尤其是在讲授风化作用时，引入 2 200多年前李冰率众修

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运用岩石物理风化作用开凿宝瓶口为典型案例，可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

心。都江堰工程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工程组成，旨在解决区域泄洪、排沙两大难题。

表1　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归纳表

课程知识点

概述

工程地质学的基本任务

工程地质在工程建设中

的作用

矿物

地质构造之瓦扬水库选

址

地下水的类型及其工程

特征

地下水的运动规律及水

文地质参数

地表地质作用之风化作

用

典型地质灾害

海洋资源开发中的工程

地质问题

海床稳定性

工程地质勘探

思政元素

良渚文明遗址、李冰与都江堰

圣弗朗西斯大坝倒塌事故中的工程地质问题

青藏铁路建设中面临的工程地质问题与挑战

矿产开采与环境保护，矿坑的开发与利用

瓦扬水库溃决与工程地质问题

承压水与济南趵突泉的形成与停喷原因

新疆坎儿井，荒漠地区的特殊灌溉系统

李冰修筑都江堰过程中，运用岩石物理风化

作用原理开凿岩石

不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为国开——著名

地质学家李四光

我国南海可燃冰成功试采

海底滑坡致灾范围大、影响深远

我国古代深地钻探

思政属性

爱国情怀，民族自信

工匠精神，责任感、使命感

专业认同，工匠精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树立科学精神、培养职业道德与素养；敬畏自

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家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资源调控的必要

性

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信，工匠精神

批判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家国情怀和

科学精神

树立国土意识，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敬畏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服务

海洋强国战略的家国情怀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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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嘴工程将岷江阻隔为内江和外江两段，仅有内江水可以流入成都平原，内江水流因被宝瓶口阻

隔，致使宝瓶口的建造工程需通过开凿玉垒山来确保水流畅通。如何提高效率、缩短工期、节省人

力是古人当时所遇到的重要技术难题。李冰等古代先民巧妙地利用了岩石的物理风化作用，先用

大火将岩石烘烤数天，继而将冷水浇在岩石表面，由于岩石传导热量较慢，不断地内冷外热，表里不

一的胀缩加速了岩石的崩解，从而降低了施工难度、节省了大量人力，顺利完成了对宝瓶口工程的

建造。

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跨度大、工程规模大、科技含量大、灌区范围大、社会经济效益大的特

点享誉中外、名播遐方，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巧妙地运用了

岩石物理风化作用的原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科学原理的积极探索及合理运用，是中

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以史为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3.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与海洋工程地质

在讲授“海洋工程地质”课程知识点时，引入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两

次成功试采的典型案例，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2017年，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成功试采，时长两个月，产气总量 30.9万m3，创造了产气时长、产气总量两项世界纪录。2020年 3月

26 日，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成功，试采在一个月内累计产气量就达到了

86.14万m3，日均产气量 2.87万m3，创造了两项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到试验性试采的

重大跨越，奠定了我国在海上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为未来商业化开采、解决我

国甚至世界能源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采过程中喷砂或井壁坍塌等海洋工程地质问题，是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进入商业化开采阶段

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的成功试采，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

现了我国工程建设技术的新高度，其中包括工程地质理论、技术与方法的发展和成熟等。以重大研

发突破为教学案例，大大增强了学生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4. 钻探技术与工程地质勘察

在讲授“工程勘察技术”课程知识点时，通过介绍我国钻孔钻探技术发展史，来树立学生的民族

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国是世界钻探技术的发源地，早在 4 000多年以前，就有“黄帝穿井”的说法。

战国末期，我国已开始用器械凿井，如秦国李冰就曾指导民众开凿了我国第一个大口盐井——广都

盐井。北宋时期，发明了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成功将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过渡，卓筒井就是典型

代表。1835年，四川自贡钻成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燊海井，是世界钻探史上的一座丰碑。宋

代卓筒井技术传入欧洲，促进了世界钻探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地下资源的开发，为人类文明的进步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世界石油钻井之父”、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我国第

一台万米科学钻探专用钻机，创造了完井井深 7 018 m的新纪录，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实施最深的

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也是全球首个钻穿白垩纪陆相地层的科学钻探井，标志着我国继俄罗斯和德国

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

通过松科二井科学钻探井，中国地质科学家基本还原了白垩纪的场景，揭示了松辽盆地形成的

原因、过程和结果，以支撑大庆油田未来50年发展，保证我国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5. 李四光与工程地质

1920年，李四光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投身于几乎空白的中国地质科学教育和建

设工作中。当时国际上都默认中国东部并无第四纪冰川作用，李四光对此表示存疑，他通过深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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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先后在大同盆地、太行山麓、庐山及长江下游区域等地发现了大量冰川证据，确认中国存在

第四纪冰川，对“非冰川论”进行了有力驳斥，这充分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批评精神。20世纪中叶，新

中国建设急需原油资源，而当时中国已被戴上“贫油论”的“帽子”，李四光则通过自创的地质力学观

点来研究地壳运动现象，认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存有石油。经过 6年不断探索和实践，大

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相继诞生。李四光的科学预见得到了证实，也宣告了“中国贫油

论”的彻底破产。在国家核工业急需铀的时候，李四光又提出了“把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

结合起来”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我国发现了一系列铀矿床，为此后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

了基础。

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把坚守为祖国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作为崇高宗旨，在工作过程中，

不断发现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

活就会变得丰满、愉快、生动和活泼。正是有像李四光这样经世救国、不忘初心的大量科学家们，为

困境中的新中国建设带来了希望，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纯粹和担当，体现了无尽的家国

情怀和科学精神，这些都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了解的。

（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矿坑资源再利用

在讲授“矿物与岩石”课程知识点时，引入矿坑资源再利用的典型案例，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念。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又名深坑酒店）是世界首

个海拔最低的超五星级酒店，这里曾是深约 80 m、约 5个足球场大小的一个采石场废弃矿坑，工程

技术人员沿着废弃深坑的岩壁修建了该酒店，将地球的“伤疤”变成一道奇观，实现了建筑从上而下

的反向延伸，这极具创新的巧夺天工之作被美国国家地理《世界伟大工程巡礼》评为“世界十大建筑

奇迹”之一。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刘龙村，由于煤炭资源的不断开采，村子逐步下陷成为深坑，被附

近的泥河水灌满后变成了一个深达十多米、面积 6 000多亩的湖泊。面对因采矿而形成的灾难，工

程技术人员坚持能源与生态的和谐共生理念，将其开发成全球最大的水上漂浮光伏发电场和家禽

养殖场，并拉动了当地第三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国各地开展了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作，一大批工矿废弃地实现了变废为宝，践行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念。

2. 瓦依昂大坝灾害与地质构造

在讲授“地质构造”课程知识点时，引入瓦依昂大坝选址不当、工程事故造成灾难的案例，以激

发学生树立科学精神、培养职业道德与素养，敬畏自然，以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瓦依昂大坝，高达 262 m，于 1960年建成，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坝之一。大坝建造选址时，由于没有充

分考虑可能的地质构造问题及蒙特托克山固有的不稳定性，加上工程施工前没能查明库区岸坡的

稳定性和对水库蓄水后库区地质条件的改变做出评估，工程施工期和蓄水之后，对出现的局部小规

模山体滑坡、岩体变形等问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建筑商和管理人员未能遵守土壤保护要求，

水库蓄水量超过了安全规定，致使库区山体滑坡漫坝，下游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瓦依昂水库灾难引发了工程界深刻反思：作为工程地质工作者，不管是面对政府、设计者还是

其他方面的利益或者压力，都必须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坚守职业道德，本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在面对有明显滑坡征兆且一旦出现滑坡后果不堪设想的这种大型大坝工程，绝对不

能心存侥幸，否则违背自然规律进行“错误建造”，必然导致惨痛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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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平台失稳与海洋工程地质

随着海洋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海洋工程建设的迅速发展，由海洋工程地质因素造

成的灾害事故也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海洋平台或海底管道损坏事故的 60%，均是由于海床不

稳定等海洋工程地质灾害造成的。2020年 4月 20日，正在美国墨西哥湾作业的“深水地平线”钻井

平台发生井喷，事故导致钻井平台起火爆炸沉没，造成 11人死亡、17人受伤，490万桶原油喷入海

中，并导致美国墨西哥湾及其沿岸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

通过“海洋工程地质”知识点教学，讲授海洋平台工程破坏实例产生的巨大经济社会损失，可以

启发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

准则，引导学生敬畏自然，借助海洋工程地质灾害的科学探索进程，阐述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海

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将社会发展与南海岛礁建设、油气资源开发等海洋工程建设相

结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共赢开放、包容开

放，培养和树立大学生的全局观念，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复合型人才作出应有贡献。

4. 海洋资源开发与法治意识

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强化海洋资源管理和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沿海各国和地区

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资源问题的新视点，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领

域。然而，近年来海洋资源无序、过度开发利用和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愈发突出。

从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发展史入手，重点介绍我国海洋工程领域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融合我

国海洋强国战略，介绍战略构想和目前开展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剖析工程建设项目的整体流程，

引入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等，来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

5. 趵突泉与地下水开采与利用

在讲授“地下水类型及其工程特征”课程知识点时，引出济南趵突泉的停喷、复喷的案例，激发

学生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趵突泉，济南72名泉之首，享有“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

突泉是区域地下水生态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地下水开采过度，再加上降雨量减少、减缓了地下水

的补给能力。改革开放以来，趵突泉停喷达 7次之多，其中停喷时间最长的达 926天。为此，济南市

优化了控制南部山区建设规模、泉域补给区全面绿化等方案，通过补源、节水方式，对地表水、地下

水、回用水等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努力实现在正常降水条件下恢复泉水常年喷涌。因此，当我们

享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要时刻意识到资源调控的必要性，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课程思政是“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在一流课程建设过程中，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挖

工程地质课程知识点，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点有机融合，使学生在接受专业技能的同时，增强其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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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engineering geology in civil,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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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P.  R.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Geomechanics and Embankment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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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taining the channel well and plant your field well.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o enable various courses to go hand in han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form a coordination effect. Engineering geology is one of the basic courses for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civil,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urse,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integrating into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alyzed.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excavated and designed. Practical teaching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engineering geology.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ivil,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majors.

Key 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geology; civil,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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