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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校企合作教学
案例库建设研究

——以鲁东大学土木水利专业硕士课程教学为例

宋克志， 苑宏宪
（鲁东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工程领域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工程实

践能力的提升亟需建立完善的教学案例库。本文研究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土木水利专业硕士（土木工程

领域）校企合作教学案例库建设，主要包括案例库的总体框架、案例库主题方向和素材来源、案例库共享

机制等内容，旨在为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相关课程案例库的建设提供理论思路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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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适应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性需要，土木水利专业硕士

的培养目标应强调综合素质的养成，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敬业精神，能够独立承担专业

技术或者管理工作，并具备较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以鲁东大学土木水利专

业硕士（土木工程领域）研究生培养方案为例，绝大部分的专业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要求学生在

掌握相关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施工企业在工程实践中的技术难题。基于此，专业课程

的开设应当优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时配置，尽可能多采用实践案例来推动理论学习。案例教

学法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能够使工程类专业学生将课堂中的知识应用于真实的工程案例

中，开发创新思维，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这是一种启发式教学，也是一种

重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有效培养模式［1］。

目前在实践教学环节之外，如何利用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面对工程现场的机会，是培养学

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关键。鲁东大学土木水利专业硕士

（土木工程领域）开展了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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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师提供教学案例为主的学习资源，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要求下对教学案例展开分析、交流和

评价。结合学校教学实践及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发现［2-4］：第一，案例信息资源不足，重理论轻实践，

案例的描述与分析难以有效再现工程现场环境；第二，时效性、系统性较差，突出表现为案例较为陈

旧，无法有效关联其他专业课程；第三，教学案例重技术轻管理，忽视思政教育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案例教学法确保实施过程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大量的优质案例资源，这是土木水利硕士课堂教学质

量的基础保障；因此本文从课程思政视域研究了土木水利硕士校企合作教学案例库的建设，主要包

括案例库的总体框架、案例库主题方向和素材来源、案例库共享机制等内容，旨在为土木水利硕士

各专业领域相关课程案例库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硕士与本科教学资源共享。

一、教学案例库建设的总体框架

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进行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设立了土木水利硕士，2020年

开始招生。土木工程领域的课程案例库建设相对滞后于土木水利硕士实践教学的需要，沿用了较

多的工程硕士（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相关教学案例。在新时期，使用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案例

库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5］。“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及时做出调整优化，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

是土木水利硕士培养工作的核心内容，更是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和一流课程建设的现实性需要。

土木工程领域案例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如下。

（1）以土木工程领域研究生培养方案为基础，以实践和创新思想为主导，以培养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能够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这是案例库建设的总

体逻辑思路。

（2）根据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确定案例库主题方向，明确各课程之间的关联性、时效性、系统性。

（3）案例库资源区分为原创性资源和衍生性资源两类。原创性资源主要来源于校企合作项目

以及研究团队亲自深入工地现场的实践调研，其特点在于真实性、及时性；衍生性资源主要来源于

文献资源整理、媒体或者网络报道等，特点在于易于获得、低成本。

（4）建立案例库共享平台及反馈机制。研究团队将案例库资源进行汇编整理，首先提供给本校

土木水利硕士及相关专业本科生课堂学习使用；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建立案例资源库，形成开放式的

案例资源共享平台；进而将精品案例汇编上报专业学位中心实现对外知识共享；最后形成案例库年

度反馈机制，保证案例库紧跟科学前沿，真正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

教学案例库建设的总体框架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土木水利硕士（土木工程领域）教学案例库建设的总体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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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库主题方向和资源来源筛选

土木水利硕士（土木工程领域）教学案例库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知识范围

广、影响因素多，因此需要遵循案例库主题方向、资源来源筛选、案例资源设计与撰写三个具体

阶段。

（一） 案例库主题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逐步提高，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逐渐呈现综合化和复

杂化特征，在工程实践中迫切需要实现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优秀的研究生教学案例

库，既要能够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又要能够囊括国内外经典案例，紧跟科学发展前沿和工程

现场的实际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创新。

教学案例库作为一个整体，仅仅是从课程的角度开发教学资源，往往造成知识的孤立性，内容

叙述呈现片面性，难以实现深层次的问题分析，导致课堂教学互动效果不佳。结合研究生培养目标

及课程设置情况，教学团队需要考虑专业课程的关联性、知识内容的开放性，引导学生梳理案例中

的关键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准确地解决案例中所提出的重点问题，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和综合技能。土木工程领域的教学案例库建设主要围绕工程技术类、项目管理类、职业素养类、综

合类四个方向展开。

（1）工程技术类资源。工程技术类资源主要涉及土木工程领域的主要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程，应当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工程类相关行业科学技术的有效信息。此类资源主要包含：工程技

术的发展史、工程技术产生的特定条件与环境、工程技术的特点及关键点、工程技术的应用领域、工

程技术的应用效果、工程技术产生的专利和工法、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建立工程技术类教学案

例，主要工作在于梳理、分析衍生性资源信息，条件成熟时根据校企合作项目或者科研项目有针对

性地收集信息，进行原创案例的撰写。

（2）项目管理类资源。项目管理类案例主要涉及现代土木工程项目管理等课程，从系统视角总

结和提炼工程项目实施经验，拓展学生的职业素养，对现实工作具有指导和经验传承的作用。此类

资源包括：案例的项目类别、参与主体、事件的背景、事件的关键环节、事件的重大措施、事件的结果

等内容。项目管理类教学案例，可以结合校企合作或者科研项目开展原创信息的收集整理，进行有

针对性的原创案例撰写，开展工程项目后评价。

（3）职业素养类。职业素养类案例涉及工程伦理、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等具体课程，可以在工

程技术类和项目管理类教学案例中融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团队合作、责任担当、主动

创新等课程思政内容，也可以单独开设，强化学生的家国情怀、职业道德素养和工匠精神。

（4）综合类。综合类教学案例涉及工程典型案例评析等课程，利用国内外典型工程案例以及校

企合作、科研项目等资源，全方位考核学生的系统观、辩证思维、职业道德、创新观念等基本素养。

（二） 资源来源筛选

教学案例库资源的具体来源包括校企合作、科研项目等原创性资源，文献汇编、媒体报道、互联

网等衍生性资源。

（1）校企合作。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通过项目后评价，积极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从而保

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目前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校企合作提供了将学校理论知识和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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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实践相结合的实现信息共享的双赢人才培养可行途径［6-8］。鲁东大学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已

经与烟台、青岛等多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咨询企业合作，建立校企产学合作实践教学基地，通

过校企合作项目，获得一手资料，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案例库。

（2）科研项目。研究生教学与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导师所从事的两项互相依存同时相互影响的

重要工作内容。科研项目既要求理论有高度，又要求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土木水利硕士所培

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既要具备全面专业的理论知识，又要具备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实现教

学科研两位一体。土木水利硕士开展研究工作通常包含工程技术问题提出、模型假设、模型构建、

数据收集及整理、模拟仿真或试验验证、问题反馈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

相融合，从而形成工程领域的一手资料。

（3）文献汇编、媒体报道、互联网资源。从文献中获得教学案例进行改编或者直接使用，是目前

高校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常用手段。此种方式获得的案例虽然较为成熟，但是案例背景资料和过

程信息描述往往不够详细，学生和教师都很难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提炼和分析，因此实践教学效果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媒体报道和互联网资源虽然时效性和针对性都较强，但是存在信息不完全、专

业性较差等问题，需要结合企业访谈、实地调研等手段搜集信息进一步完善案例。

三、基于校企合作的案例教学资源库建设

（一） 案例设计

目前土木工程领域所需要的人才更多的是既具备全面的理论素养，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复

合应用型人才，因此在校企产学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土木水利硕士实践教学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个工程企业的日常业务的开展离不开科技成果和专业人才的支撑，高等院校的理论研究成果也

迫切需要与工程企业的工程项目相结合，并加以验证，从而实现价值转化。校企合作带动了企业科

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丰富了高等院校实践教学资源和实践基地的建设。以上合作有助于

高等院校积累案例素材和提高教学案例库的质量［9］。校企合作模式下，双方整合共享资源，将会发

挥1+1>2的巨大优势，从而实现互助共赢。

以土木水利硕士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课程为例，从课程案例库建设层面阐述校企合作教学案

例资源库的设计。总体思路聚焦“高水平学科”建设，以企业和高校作为双核心，通过校企合作项目

从工程现场发掘、整理、提炼典型工程疑难问题，对包含有理论价值问题的工地现场情景进行描述，

进而开展提炼研究主题，分析原因，构建模型，解决问题，经验总结，最后借助数字化教学、虚拟仿真

技术等手段形成完整的教学案例，共享至教学平台。

（二） 案例选择

该课程的入库案例主要源于校企合作的实际工程，保证了案例的真实性。入库案例与课程教

学大纲中规定的知识模块相对应，满足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所有案例均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

覆盖了地下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等环节，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了科学问题。《地下工程设计与施

工》案例库以工程技术类案例为主，具体划分为设计案例和施工案例两类，典型案例初步设置 36个

单元，其中设计案例 18个单元，施工案例 18个单元，涵盖了山岭隧道、地铁隧道、水下隧道、铁路隧

道、公路隧道等工程类型，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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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来源渠道及实施

鲁东大学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与省内外十几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建立

研究生培养基地近 10家。通过文献查阅、媒体报道、互联网获得的教学案例资源，存在案例内容空

泛、事实描述不清晰、案例解析过于肤浅、现场数据信息缺乏难以构建模型分析等现实性问题。校

企合作项目和一线教师承担的横向课题项目，是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教学案例库质量的可行的来源

渠道，如图2所示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案例来源。

其一，鲁东大学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整合现有的合作企业人才资源，邀请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咨询等合作企业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以及具备丰富工程项目管理经验的一线工程师

参与课堂案例教学（随堂讲座或者专题讲座），针对特定的知识领域，任课教师提出案例主题，由企

业专家提供案例素材制作教学课件，归纳总结科学问题；课堂教学由企业专家现身说法，体现案例

的真实性，吸引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注意力；课后任课教师组织企业专家和学生以线上线下讨论、专

题研究等方式进一步分析问题，将成熟的研究成果反馈给企业。

其二，合作企业整合工程现场需要解决的设计、施工、管理等技术问题，通过校企产学合作课题

来解决。校企产学合作课题是案例库建设的重要来源渠道，具有低成本、效率高、实用性强和来源

稳定等特征。鲁东大学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一方面借助课题研究拓展教学案例库的深度和广

度；另一方面依托企业的真实工作场景，及时解决企业工程难题并验证课题研究成果，真正做到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表1　《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案例库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工程遴选

青荣城际铁路某隧道

胜利路南延端某隧道

黄金顶某隧道

秦岭终南山某公路隧道

京张高铁八达岭某隧道

京张高铁八达岭某地下车站

青岛胶州湾某海底隧道

青岛地铁山东路某地下车站

青岛地铁8号线某区间隧道

青岛地铁3号线某区间隧道

济南地铁1号线某区间隧道

济南地铁1号线某地下车站

北京地铁5号线某地下车站

北京某地下直径线隧道

南京纬三路某长江隧道

武汉某长江隧道

济南某黄河隧道

港珠澳跨海沉管隧道

案例类型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设计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施工

案例来源

原创

原创

原创

原创

——

——

——

——

——

原创

原创

原创

原创

——

——

——

——

——

——

衍生

——

——

——

衍生

衍生

衍生

衍生

衍生

——

——

——

——

衍生

衍生

衍生

衍生

衍生

衍生

案例使

用分类

研究型

研究型

研究型

学习型

学习型

学习型

研究型

研究型

研究型

研究型

研究型

研究型

学习型

学习型

学习型

学习型

学习型

学习型

案例主题方向

工程技术类、项目管理类

工程技术类、项目管理类

工程技术类、项目管理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综合类

工程技术类、职业素养类

工程技术类、综合类

工程技术类、综合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工程技术类

备注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

——

——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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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例库课程思政的融入

在新时期，研究生理论教学（尤其是线上课程）以及实践教学不仅要完成工程知识的传授，而且

也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践行“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10-11］。鲁东大学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专业

课程的设置，深度挖掘了各专业课程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价值因素和精神内涵，注重学与思的有机

结合，践行知行合一。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课程以教学大纲中的价值观、情感态度等教学目标作为

切入点，将工程技术类案例教学的思政内容归结为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哲学思维、社会认同感等几

个方面，实现典型案例与思政元素的融合。

在 2020年以前的工程硕士培养方案中，思政元素的融入往往是通过工程伦理课程集中讲授或

者任课教师在课堂授课时随机引出，导致思政教学系统性较差、学生理解不深刻、教学效果难以量

化评价等问题。以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课程教学团队所编制的原创教学案例为例（见表 1），通过在

案例库建设以及教学实施阶段统筹规划，采取知识模块化和案例项目化的模式，解决了思政元素与

专业知识点的融合问题，具体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需要建立客观的量化评

价体系，在具体操作上，借助目前较为普遍采用的雨课堂、学习通或者其他类似教学平台，分别从课

堂表现（比如案例评析、随堂测试、随堂考勤、随堂讨论问答等）和课外考核（小组实践、线下作业、在

线互动交流等）两个方面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采集数据，从而有效解决教学效果评价难题，同时

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图2　《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案例库建设及实施示意图

表2　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案例库思政元素的融入

序号

1
2
3
4
5
6
7

工程案例

青荣城际铁路某隧道

胜利路南延端某隧道

黄金顶某隧道

青岛地铁8号线某区间隧道

青岛地铁3号线某区间隧道

济南地铁1号线某区间隧道

济南地铁1号线某地下车站

相关知识点

隧道衬砌结构计算；新奥法施工与监控

围岩分级与初期支护结构设计；隧道支
护施工技术

盾构法、顶管法与沉管法隧道结构设计

及施工技术；隧道钻爆法开发施工技术；

地下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地下硐室围岩稳定性分析、地下建筑结
构设计方法；地下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思政元素

吃苦耐劳、敬业精神等人文元素；工匠精

神、创新精神等科学元素；社会认同感等

系统观、发展观、逻辑思维等哲学元素；开

拓创新、勇于突破等科学元素等

危机意识、成本意识等人文元素；精益求

精；工匠精神等科学元素；社会使命感等

逻辑思维、唯物辩证等哲学元素；工匠精

神、创新精神等科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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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校企合作为基础建立教学案例库共享机制

土木水利硕士教学案例库建立的意义在于能够有效促进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联系实

际，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实践能力。教学资源库应该具有科学、规范、易于管

理、使用成本低廉等特点，以利于发挥其教学效果。鲁东大学土木水利硕士教育中心建立的教学案

例库通过案例交流、资源共享、持续改进，完善和拓展案例库的使用价值，采取三步走的建设方案。

（1）专业课程资源库共享与协同教学。土木水利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必修课程和专

业选修课程按照教学大纲要求，通常会建立独立的教学案例库，但是也往往忽视了课程知识点之间

的关联性和工程的整体性；因此，专业必修课程利用开放性的教学资源库平台，遴选具有通用性、综

合性特征的案例资源应用于课堂，以提高教学案例的使用效率，实现专业课程之间的协同教学。

（2）基于校企合作的资源库共享。教学案例库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可以由合作企业提供

工程信息资料，教学团队负责跟进整理汇编；也可以由合作企业以横向科研项目的形式委托教学团

队开展科学研究，整理汇编，形成教学案例。教学资源库平台与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信息互

通，校企共同组建的教学团队共同参与工程项目，实现信息、技术和案例资源共享，以及校企产学研

共赢。

（3）基于“互联网+”的校-校-企合作。为了实现土木水利硕士教学案例库使用价值的最大化，

教学团队可以对原创案例进行持续改进和完善，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建设开放式共享课程，在校企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教学资源，同时将精品案例汇编上报专业学位中心

实现对外知识共享。

五、结语

教学案例库建设是开展土木水利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工作，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以土木水利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为对象，分析了教学案

例库建设的总体框架，进而阐述了专业课程案例库建设的四个主题方向以及教学案例资源的来源，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重点分析了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课程的教学资源库详细建设过程，最后介绍了

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教学案例库共享机制。土木水利硕士教学案例库建设和逐步完善是专业学位

培养单位和导师团队必须重视的一项迫切工作。案例库的建设和使用，不仅可以实现专业课程协

同教学，而且可以促进产学研合作，在润物细无声中将思政元素融入日常教学中，有效提升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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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se teaching resource database based o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aking Master’s course teaching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Lud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ONG Kezhi， YUAN Hongxi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P. R. China)
Abstract: Case teaching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train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teaching case database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idering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paper studies case database construction for Master of Civil 
and Hydraulic Category. It mainly includes the main frame, the subject, the source of case resources, 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the case database. The main purpose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 case database.

Key words: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resource 
databas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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