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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及
融入途径探讨

——以桥梁工程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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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课程教学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是当前教育教学最基础也是最紧迫的工作。由于工学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有较大差

别，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专业课中的隐性思政元素，达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效果，是目前

专业课教师面临的新挑战。工学类专业课程知识点往往立足于力学原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维和美学

是易被忽视的重要思政“宝藏”。本文通过分析工学类专业课程特点，提出了专业课程的思政目标，从哲

学思维、美学、工程伦理、大国工匠精神、科技报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等方面挖掘了课程思政元素，并以桥

梁工程课程为例，探索了有效融入途径，可为类似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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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教育部印发了《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1］，其目的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

发挥好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效果。在新工科背景下，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

占有绝对比例，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是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的重要环节［2-5］。相比其

他专业，工学类专业课程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群聚、高度依赖力学基础、学时学分紧张等特点，导致

大部分高校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实践中出现“举手不知如何下笔”的困顿状态。《纲要》指出：“工

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

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这不仅是对工学类专业课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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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明确了方向。鉴于工学类专业的课程知识点往往是建立在力学基础上，其中

力学原理作为一份充满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的“消费券”，就目前来看，该券在实际教育教学中易被落

领或未被有效使用。本文通过分析工学类专业课程的特点，以《纲要》为依据，给出了工学类专业课

程思政维度，即哲学思维及美学、工程伦理、大国工匠精神、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并重

点分析了哲学思维及美学维度的育人价值。以桥梁工程课程为例，探索了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途

径，以期为该类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提供参考。

一、工学类专业课程特点分析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工学类专业科目主要包括力学、土木、水利、交通运输、建筑、机械、

材料、地质、海洋工程和航空航天等 31个专业大类，在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年版）》里［6］，工学类包括 231个专业。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7］可知，工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总学分在

140~190分之间，其中专业类课程（含专业基础类课程或学科基础类课程）占比不低于 25%~40%，专

业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不含专业基础类课程）占比不低于 10%~28%（图 1）。统计结果表明，国内主

要工科院校土木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在 161.5~186.5分，专业类课程占比 10%~32.6%。可

见，专业类课程学分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比较大，专业课教学环节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载体。工学类专业课程除了具有专业课程的通用特点外，如专

业知识与技术高度群聚，还有高度依赖力学基础等特点。正如王仕统教授所说：“学好力学，天下无

敌”［8］。力学是许多工程学科的基础，如土木、水利、机械、航空航天、船舶、海洋、能源、交通和生物医

学等，这些学科的专业知识均建立在力学之上，与力学知识密切相关，尤其是土木类专业课程。虽

然目前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有一定的体量，但其“生存空间”似乎有被压缩的趋势，专业课

学时普遍存在紧张情况。

二、工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目标确定

长期以来，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群聚效应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专业课“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之中”的育人守护者角色，通常认为专业课与基础课相对，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必要

的专业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了解本专业的前沿科学技术和发展趋势，培养分析解决本

专业范围内一般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程思政被明确提出后，彻底还原了专业课的本真。那么是

不是所有课程都要达到相同的思政目标？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纲要》明确指出：“深入挖掘课程思

政元素要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结合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9］，应采

用“反向设计、正向实施”的原理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应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指

标分解、课程体系等内容。培养目标决定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同样，毕业要求决定

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并通过课程目标达成来实现毕业要求。课程目标应根据课程特

点确定课程对毕业要求的贡献而设定，以教学大纲文件为呈现方式，并用于指导后续的教学活动。

课程目标设定的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正如《纲要》所指出的：“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五爱’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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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1］从个人职业素养、道德品质到

民族精神、法治意识等，课程思政内容（元素）丰富而全面。面对多类型思政元素，若任由教师自由

挖掘，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必将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同时也会导致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可

能出现某些思政元素在多门课程中被突显，而某些与专业素养密切相关的思政元素又被忽略的问

题。因此，课程思政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对标各类课程，如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等，

以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课程目标包括知识、能力和思政目标（图 3），结合《纲要》要求，以及工学类专业课程特别是土木

类专业课程特点，专业课程的思政目标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哲学逻辑思维，

以及工程审美观念；具有正确的工程伦理观；具有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具有科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具有肩负使命、勇于担当、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图1　本科工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及专业课程比例

图2　课程目标设定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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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元素的切入途径

（一） 哲学思维及美学

工学类专业课程大多以建筑或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如桥梁工程就是一门典型的以桥梁建筑作

为研究对象的专业课程，且是土木工程（道桥方向）和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工学土木类专业）

的核心课程，一般为 4个学分（64个学时或 72学时）。桥梁工程授课内容主要包括桥梁结构组成、桥

梁施工、桥梁结构计算方法、桥梁结构受力特点、桥梁设计等，涵盖结构构造、施工制造、受力计算、

设计等内容。在对这些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可发现哲学思维的影子和做人的道理。

（1）结构组成方面。桥梁结构主要由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支座系统和附属设施组成，装配式桥

跨结构主要由各片主梁、横隔板和桥面板组成。其中，横隔板作用是加强各片主梁之间的横向联

系，提高结构整体的刚度和稳定性。显然，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

题。桥梁结构、装配式桥跨结构代指“整体”，寓意国家或集体；结构各组成部分或构件代指“部分”，

寓意“人民”或“个人”。整体处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部分离不开整体，且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

制约整体，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甚至对整体的功能起到决定作用。

（2）施工制造方面。桥梁建造施工时首先从主体下部结构基础做起，其次是下部结构墩台，再

次是支座及上部结构，最后是附属设施。显然，这里涉及哲学思维的主-次矛盾关系、两点论和重点

论的统一。主要矛盾（主体结构）在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而次要矛盾（附属设施）处于从属地

位，主次互相联系，在分清主次时，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告诫学生做任何事情要有

主次之分，打牢基础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3）计算方法方面。龙驭球先生曾有言：“花落梦深处，道藏技里边”［10］，道出了结构力学计算方

法与哲学思维的真谛。结构计算中出现的静定-超静定、约束-自由度、瞬变-常变、刚度-柔度、精确

解法-渐近法等对偶概念，与哲学中“矛盾对立统一”思想相通；虚位移原理—虚力原理、力法—位移

法-力矩分配-矩阵位移法，一根同源，相互联系，与哲学中“世界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思想相通。从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计算表达式可知：“人生凡事要量力而行，但也要尽力而为”。其中，规范对

图3　工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目标与思政点切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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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作用分项系数取值符合“有利取重，不利取轻”的哲学思想；桥梁结构失稳过程符合“量变—质

变”哲学思维。在解决专业复杂工程问题时，不乏重要的公式、方程和定理，通过严谨的数学、力学

演算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4）结构受力特点方面。与受力相比，拱桥主要受压，悬索桥主要受拉。建造时，拱桥采用抗压

强度较大的石或混凝土材料，而悬索桥采用抗拉强度较大的钢材，两者均实现了较大的跨越能力，

说明“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发展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从大跨

径组合结构或混合结构的受力特点来看，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携手合作，将会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从而走得更远；从温度变化、混凝土收缩徐变、支点沉降对结构产生的次内力来看，刚度越大、约束

越多，次内力就会越大，以致结构损伤或破坏。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合理、协调地布局，适当降低刚

度和释放约束。如连续刚构桥桥墩采用柔性的双肢薄壁墩，桥梁支座布置采用固定支座和活动支

座的合理搭配，说明对抗有时候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需要对话和协商，体现了“以退为进”

“以柔克刚”的哲学思想。

（5）设计与美学方面。桥梁设计方案的选择，其实就是对设计方案的系统优化，在哲学上称为

“整体优化法”。长久以来，一座桥梁或建筑的设计，既有力学与美学的对立，又有两者的相互统一。

结构设计以力学为立足点，建筑设计以美学为立足点，两者对立表现在美学上的创意会受到技术和

力学的限制，这种限制被形象地比作“戴着镣铐跳舞”；两者统一表现在只有当美学符合力学与其相

容时，才会展现出去浮华的“真善美”。事实上，力学中数据矩阵和方程等式的对称性、协调性、可证

性、闭合性也是另外一种自然的美。对于拱桥合理拱轴压力线的确定，是力学和美学完美统一的一

个最好例证。拱圈压力线要求结构只受压力而不受弯矩，将不利的内力降至最低，所呈现出来的线

形多是圆弧线、抛物线或悬链线，这些曲线的形状赋予了建筑结构美学的元素，从而实现力学和美

学的统一。

桥梁作为公共建筑，是人文科学、工程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总工程师郑建东曾在一次采

访中说道：“好的建筑是力学与美学的统一，形式与功能的统一。”桥梁除了原本交通功能外，逐渐演

变为时代的象征、历史的纪念碑和游览胜地。不同的桥型除了有它自身的美学特点，还会给人不同

的美学感受。例如，梁式桥具有简洁淳朴的外观，沿水平方向具有强烈伸展的动力感和穿越感；拱

桥形如玉带，态似如虹，表现出与环境的易融性，在形态上兼容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协调的美

感；斜拉桥桥塔高耸，显示出一种直指蓝天尽情舒展的动势，纤细的拉索又蕴含着强劲的张力，显示

出一种生机盎然、充满活力的气质；悬索桥高大挺拔，气势磅礴，高大的塔与柔性的索，刚柔相济，洋

溢着大气、轻灵的美，其流畅的线形极易吸引观赏者的目光［11］。通过结构构造设计，实现力学与美

学的统一，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二） 工程伦理

工程伦理教育是对学生在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道德价值、职业规范等问题进行正确引导［12］，可

从以下几方面来融入教学。

（1）加强教师个人师德师风建设。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师的道德品质，不仅是规范自己行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用于教育学生的需要。教师职业的特殊

性在于育人，不仅用自己的学识育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品德育人，通过自己的语言去传授知识，

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学生的“三观”。

（2）以实际桥梁建设案例中的社会伦理问题、环境风险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问题为切入

点，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和评价专业工程实践，以及找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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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例如，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时，

大桥规划选线经过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保护现有生态环境，实现白海豚“零伤亡，不搬

家”的目标，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地点。通过港珠澳大桥建设项目中各桥型方案比选实例，从结

构创新、经济价值、安全保证、社会价值等维度，明确桥梁工程师需要承担的使命，引导学生建立工

程伦理意识，培养桥梁工程师的大局观。

（3）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国家、行业部门及协会制订了一系列法规、条例、规范和章程，这些

规范文件既是对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对工程设计、生产和开发技术的要求。将这些条文搬进课堂与

知识点挂钩，有利于将工程伦理教育潜移默化于学生日常学习中。

（4）近年来，由于盲目设计、施工冒进或管理混乱等问题导致的工程事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和巨大财产损失，给人以惨痛的教训。例如，2007年 8月 13日，湖南凤凰正在建设中的堤溪沱江大

桥发生了特大坍塌事故，造成64人死亡，4人重伤，18轻伤，直接经济损失3 974.7万元。从工程伦理

角度来看，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政府行政部门应加强工程建设立项审批、招投标、质量和生产等方

面的监管，杜绝盲目赶工期；建设单位应按工期合理组织建设，杜绝赶工期抢进度的行为；勘察设计

单位应认真执行设计规范和标准，加强后续服务，提高设计对施工的指导；施工单位应按照施工规

范和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不得任意变更；监理单位应认真履行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理职责，加强对原

材料质量、关键施工工序、关键施工环节的质量控制。另外，也存在认知缺乏和局限导致的事故。

例如，由于最初缺乏对风振机理的了解，导致大跨度悬索桥——塔科马桥设计事故的悲剧。这类事

故说明新事物发展是曲折性的、迂回的，需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勇

敢地接受挫折和考验，最终让问题得到解决。

（三） 工匠精神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尽职

尽责、敬业乐群、忠于职守；凝心聚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坚定执着、有耐心、有恒心；突破自我、追

求革新、勇于创新等内容。其中，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可以从典型工程案例中挖掘。例如，世

界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世界首创新结构的三索面三主桁公铁两用斜拉桥——武汉天兴洲桥、

世界上第一座公铁两用的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等，均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典型，其

背后凝聚了中国工程师专注、精益求精和创新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除了通过授课讲解案例外，还

可借助课程设计操作来达成。为确保每一步数据无误，课程设计过程需通过复杂的计算，不断调整

设计尺寸、材料配筋，反复演算直至验算结果满足规范要求。通过这种既枯燥、繁琐，又严谨的过程

训练，不断培养学生踏实苦干、无畏艰难、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四） 家国情怀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桥梁建设技术长期处于内外交困的发展环境中，远远

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阶段，我国桥梁自主发展几乎停滞，绝大多数桥梁都由外国人设计和建造。

为打破这一局面，我国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历经艰难，主持建造了杭州钱塘江大桥（曾被外国桥梁

专家认为钱塘江不可能建桥），该桥最终的顺利建成，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己建桥的决心和意志。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值尖端人才需求之际，很多高校引进了大量高层次人才，他们中大多拥有博

士高学历、外海学习或进修的经历，摒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国内努力从事科研与教学，体现了

他们的赤子之心。将他们的科研之路及其科研最新成果融入课堂教学，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另

外，也可让学生自行查阅资料和了解设计人员的故事，以重温那段特殊的建桥岁月，加强对科技报

国等家国情怀精神内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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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命与担当

马克思曾经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

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对于工

学类专业课，可从目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工程或科学问题出发，尤其是低碳、绿色等新时代要求背

景下的行业转型、新技术瓶颈等问题，以激发学生肩负使命、勇于担当及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责

任感。绿色、低碳、安全、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交通建设的方向，桥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工程师应树立符合新时代背景下的建设理念。21世纪以来，我国桥梁工程建设规模大、速度快，

建设技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桥梁大国。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在桥型构思创新、CAD技术、新材料、施工技术，以及项目组织管理等方面，还有一定

差距。对于我国桥梁工程技术人员，在实现桥梁强国的道路上仍任重道远。为了树立我国桥梁建

设的国际品牌和地位，必须在桥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质量提高和美学等方面下狠功夫。然而，面

对当前环境破坏、结构性能退化等与实现交通强国之路间不平衡的矛盾，要想实现从桥梁大国走向

桥梁强国，亟须新一代年轻人来担负这个重担。

四、结语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专业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比较大，是课程思政

建设的重要载体。深入、系统和科学地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是当前教学工作最基础，也

是最紧迫的任务。本文通过分析工学类专业课程特点，揭示了思政育人与专业知识传授间的融合

关系。以《纲要》为依据，从哲学思维及美学、工程伦理、大国工匠精神等方面，指出了工学类专业课

程思政目标与思政点切入途径。另外，重点分析了“哲学思维及美学”维度的育人价值，并以桥梁工

程课程为例，研讨了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方式和途径，以实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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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ntegration 
approaches to engineering courses: a case of brid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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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ing 

morality education. Deeply exca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ntained in various 
courses is the most basic, fundamental and urgent work of curr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ow to exploit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hidd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easures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so as to achieve the 
synergistic educational effect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new challenge faced by professional teachers at present.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engineering courses are ofte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cs, and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aesthetics contained therein are import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easures that are easily ignore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n puts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comb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aesthetics, engineering ethics, the spirit of great country craftsmen, 
the feeling of 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mission,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ways taking the bridge engineer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urses.

Key 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courses;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rinciple of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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