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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砼”文化是一种孕育于校园文化，依托于党团组织平台，产生于建筑专业学子学习和社会实践过程中

的一种专业特色精神。通过将砼的可塑性、和易性性质贯彻到育人过程之中，潜移默化的达到培育德技

双馨建筑人才的育人效果，从而使学生养成不惧艰险，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为其在社会上从事建筑行

业奠定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责任感，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的。本文通过浅析“砼”文化对高校

建筑专业学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以期可以给高校推进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创新性发

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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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rete” culture i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spirit conceived in campus cultu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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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ng on the platform of the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 produced in the learning and social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 students. By the concrete plasticity, and easy nature to the education 
process, osmosis to cultivate virtue xin construction talent education effect, so that the students 
develop not fear, bear hardships and stand hard work of fine style, for it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society to lay a good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inally realize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concrete” cul-
ture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chitec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dea for promoting the profes-
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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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高校校园文化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师生价值观和世界观高度统一的基调下，依托丰富多彩的

校园活动载体来展现学校精神风貌的形象“窗口”，是高校校训、校风、校情的综合体现。打造校园特

色文化既是落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引导大学生形成对本校文化价值认同

的重要手段。“砼”文化作为一种校园内专业特色文化，其深刻意蕴及时代价值，能为专业学子的思想

政治教育带来创新性发展的新思路，值得去深入探究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2. 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意蕴 

混凝土是建筑工程中最常用的一个词，建筑专业学子不论是在专业课程学习、专业竞赛、科研创新

乃至今后步入社会实践参加工作都难免要与混凝土打交道。“砼”是混凝土的简称，由于混凝土三字书

写起来过于繁琐，故我国著名的结构专家蔡方萌教授创造性的提出用“人工石三字代替混凝土”，因而

便有了“砼”这个字。构形会意为人工合成的石头，混凝土坚硬如石[2]。而“砼”文化便是凝结于建筑

专业学子学习、专业赛事、科研创新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专业特色精神。将砼文化中丰富的思政元素融

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整合育人资源，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2.1. 于文化淬炼中涵养修己安人之志 

“砼”文化意蕴深刻，其蕴含的思政元素对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是建筑专业宝

贵的文化资源。新时代的学生更应注重全面发展，学校要重视砼文化对专业学子的精神淬炼作用，倡导

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知识并重的教学氛围，将学生们培养成符合社会发展的“四有”新人。在砼文

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还应充分发挥其价值导向作用，引导学生重温专业历史，从历史中感受

先辈宗师们巧夺天工的旷世杰作，实现专业价值认同，减少学生口中“搬砖人”与“土木郎”等由于专

业认识不到位而出现的不恰当措辞。最后，砼文化中蕴含的修己安人之志与建筑专业学子的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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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契合，子曰：“修己以安人”，说的就是要先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而后来影响周围人，使其

安定幸福。而将砼文化融入建筑专业学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既能使学生受到思政大环境的影响，坚

定巩固政治方向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能在砼文化的淬炼中涵养修己安人之志，养成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

烈责任感。在未来步入社会时，以修己安人的匠心匠艺给人民群众建造起身心港湾，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安全感和幸福感。 

2.2. 于专业训练中凝聚拏云攫石之力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它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

联。高校要贯彻落实社会企业对于建筑专业人才的诉求，倡导“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培养方针，

致力于培养专业技能扎实、职业品德高尚的德技双馨人才。邓小平同志说过：“学习是前进的基础。在

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3]。学习

是学生的本职工作，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要学以致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深化专业认知。学

校要以学生为主体，科学制定专业课程训练方案，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在专业理论知识学习的同

时，应多组织课外实践作业，以课程设定为导向，专业实践训练为途径，培育德技双馨人才为目标的三

维培养模式来完善高校对于建筑专业人才培养的体制建设。除此之外，高校应倡导专业性赛事的开展，

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其中，营造良好的专业技能竞赛氛围，使学生能够以各种专业赛事为载体，充分将

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切实感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建筑

专业学子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物质生产者，高校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科学制定专业课

程，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将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去，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使得专业学子

于专业训练中凝聚拏云攫石之力，为国家的建筑事业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2.3. 于实践锻炼中传承一辈宗工之技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确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

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并进之说”[4]。阳明先生这句话的意思便是说要注重知行合一，知是行之

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行合一对于建筑专业学子来讲尤为重要，因为就建筑这

门学科性质而言，本身便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这就要求建筑专业学子在对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学懂弄通的

同时，还应注重将理论知识贯彻落实到广而深的实践中去。建筑专业的魅力，大国工匠的技艺需要在实

践中领悟，在传承中创新。任何的技艺都是需要传承的，建筑专业更是如此，像鸟巢、水立方、上海中

心大厦等杰作，都是足以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建筑体系；像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茅以升(中国桥梁之父)、
刘建航(中国隧道之父)等大国工匠，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建设像一部部英雄史诗，值得每一个建筑专业学子

沉下心去品读，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历史车轮滚滚，时代翻涌向前，建筑界的终点不应该停留在已成过

去的旷世奇作，建筑学子应顺应时代发展，响应人民期盼，将大国工匠们巧夺天工的德与技传承下去，

在基于砼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德技双馨的建筑专业人才，于实践锻炼中传承

一辈宗工之技，立志做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为中国梦的实现奉献力量，为国家进一步的现代化建设出谋

划策。 

3. 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 

3.1. 淬炼“砼”样精神，塑造职业道德修养 

“青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其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正在走向成熟

又未完全成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5]。而处于青年时期的建筑专业学子就和砼一样，具有很强的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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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这个关键时期，学校应该充分挖掘砼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砼文化融入对建筑专业学子的

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去，通过砼文化的淬炼，促使学生养成百折不挠，不惧艰险的“砼”样精神，进入社

会时能够以自信昂扬的姿态去迎接各种机遇和挑战。砼文化的熏陶，对于建筑专业学子塑造高尚的职业

道德修养也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砼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达到润物细无声式的人才培养目标，

使得学生走出学校走进社会时，能以高尚的职业道德为自己在建筑行业树立“百年招牌”，以高质量的

工程交付使得客户满意，让自己的团队或公司变成行业的“常青树”，让母校以你为荣的同时也向社会

各界宣传母校砼文化的育人品牌和育人成效。砼文化的育人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需要专业师生众

志成城，将其贯彻落实到课程教学、科研创新、专业竞赛和社会实践等方方面面，以丰富的校园活动为

载体，充分利用党团组织平台，深入挖掘砼文化中的思政元素，整合育人资源，保证砼文化的育人目标

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相统一，发扬和传承“砼”样精神，打造砼文化育人品牌。 

3.2. 培育“砼”样人才，落实专业人才诉求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

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6]。高校是培养青年学生的主阵地，承担着培育德技双馨人才的任务，必须重

视对青年时期的价值引导和技能养成，培育符合社会思想观念、道德品质、政治观点的学生，践行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要求。“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高校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将这

一课题聚焦到建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面，就是要培养能担使命，堪当大任且满足国家、社会和企业发

展的“砼”样人才。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社会民众的幸福指标也离不开高质量工

程的交付，而建筑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高校对建筑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

能力强、基础好、专业技能扎实的人，更需要的是道德品行高、思想观念新、政治方向坚定的全面发

展的专业型人才。而将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达到这一根本育人目标的关键所在。砼文化本就是

产生于建筑学子专业课程学习、专业知识竞赛、科研创新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的一种精神，将其深刻

意蕴和时代价值来反哺建筑专业师生，使砼文化的育人效果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环境相耦合，育

人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承接。在砼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熏陶下，才能培育出来更多德技双馨

的“砼”样人才，在青春的赛道上砥砺奋进，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落实企业对于专业人才的诉求，

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3.3. 完善“砼”样建设，实现三全育人格局 

砼文化作为校园特色文化，其核心功能便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达到培养建筑专业人才的目标。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全程、全方

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7]。将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注意贯

彻落实到位，以制度建设为导引，完善全员参与、责任明确、分工协作的“砼”样建设，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学生“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实现三全育人格局，充分发掘砼文化的育人功效。学校应建

立完善的评价考核制度，将砼文化育人实践效果纳入师德师风的考核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开展

砼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保障文化育人的实施；家庭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帮助学

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专业特长，建立对专业文化的价值认同；社会应营造重视建筑行业、建筑人才的氛围，

从政策上激励学生在校期间苦练专业技能，涵养职业道德，培养高度责任感，为将来进入企业工作打好

坚实基础；学生本人应了解专业历史背景，实现专业价值认同，将砼文化内化于心，在学校、家庭、社

会、企业中自觉践行砼文化精神，在培养专业素养的同时兼修人文素养、身心素质和职业精神，做到外

化于行，在建筑行业“建功立业”的同时也将母校的特色育人品牌宣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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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4.1. 科学统筹推进，打造有态度的砼文化教育 

一是应致力于打造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关键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

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也是开展砼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8]。要选拔培养“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思政课老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

地和思政课老师主攻手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思政课教学体系建设，把砼文化深刻意蕴逐步引入专业课教

学与科研工作中，使学生形成对砼文化的思想意蕴和时代价值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二是应将砼文化有机融入专业课教学中，砼文化是学院专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出的文明成果，青

年学生应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定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清，理解历史才

能走得更远”[9]。在学科教学与科研中有目的地融入砼文化深刻意蕴，可以使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形成和

发展历史脉络有更为深刻且全面的了解，增强本专业学生对砼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追求。在砼文化的

滋养浸润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专业课程教学，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使砼文化在课程思政

和思政课中发挥“润滑剂”的功效，通过细致、系统、深入的专业教学和砼文化滋养，切实增强专业学

生的文化认同，加深专业素养。  
三是深入推进砼文化理论研究。要加强对砼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加快形成砼文化理论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对砼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打破学科专业界限，加强

对砼文化理论体系深刻意蕴的研究与阐释。要深入研究砼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联系与历史

渊源，深入阐发“修己安人之志、拏云攫石之力、一辈宗工之技”的砼文化核心内涵，注重砼文化的丰

富性，发展性和系统性，发扬砼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4.2. 深挖核心内涵，打造有温度的砼文化教育 

一是涵养修己安人之志。“修己安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的《论语·宪问》一篇中，“子路问君

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先贤孔夫子认为首先要修身，

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而后以此来影响周围人，使其安定。《大学》曾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

治而后天下平”。“修己”是“安人”的前提，是君子德才兼修的过程，“安人”是君子教化他人，实

现社会责任的途径。从各位先贤对于“修身”和“安人”的辩证关系不难看出修己安人在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的本源性，而将修己安人之志作为砼文化核心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义重大的。砼文化是建筑专

业学子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专业性比赛的赛事中凝聚出来的一种精神品质，并依托于校园文化氛围和党

团组织平台来呈现的。修己安人的深刻意蕴对于建筑专业学子养成高尚职业道德和高度责任感是一脉相

承的。一栋建筑物的落成从地基基础开始到主体工程封顶，再到最后的竣工交付，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建

筑专业的莘莘学子以扎实的专业技能和高度的职业责任感来完成，因为每栋建筑物小则关系到一个家庭

的幸福，大则可能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安危。我们国家能有现在的高速发展和幸福生活，正是每一个专业

学子抱以修己安人的修养和情怀，辅以高度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共同造就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

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砼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形成育人合力，既

是价值旨归的统一，也是教育理念的不谋而合。 
二是凝聚拏云攫石之力。建筑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突出的一点就是有着极强的实践性，建筑专业学

子从课堂中走出去就意味着要承担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因此专业课程更加注重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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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但有了焦点势必会有盲点，这就导致了在对学生的传道授业中忽视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砼

文化的传播，这不仅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也使得建筑专业学子对于自身专业的排斥和厌烦。学

院不少同学将自己称为“搬砖人”、“土木郎”，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没有

健全的人格，没有职业责任感，终难以拏云攫石之力担当建设祖国的大任。因此在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

中，除了培养专业知识的扎实基本功之外，还应将砼文化精神贯穿课程教学始终，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

职业道德，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方能以砼文化为载体，凝聚拏云攫石之力，成为一名各方

面都合格的建筑专业人才，不负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培养之恩。 
三是传承一辈宗工之技。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

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0]。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融在了我

们的血脉之中，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承，大国工匠的技艺也离不开传承。从春秋时期的班墨到隋唐时期

的李春、梁九，再到现代的詹天佑、茅以升和刘建航等能工巧匠，中华民族的工匠技艺在历史沿革中熠

熠生辉。在传承一代代宗师的匠心匠艺中，建立对祖国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建筑专业学

子的自我人文素养和职业技能素养。同时开展“工匠宗师”专题的学习教育活动，在学习中感受大师们

底蕴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巧夺天工的专业技能，为专业学子打造一个有温度的砼文化教育环境。 

4.3. 拓展丰富载体，打造有厚度的砼文化教育 

一是发挥网络新媒体的推介功能，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在新媒体网络时代，传统思想政治

教育方式对学生的教育效果难免会有点捉襟见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需要与时代同步，才能令学

生更好地接受并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网络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开放性、海量性，

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行为方式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11]在网络与新媒体高速发展的

是时代背景下，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多元化，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是高校教育者亟需思考并加

以解决的重要议题。因此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使得建筑类院校在传播

砼文化精神、讲述砼文化故事时更具感染力和亲合力，在宣传阐释砼文化时更具主动选择性和便捷服务

性。在砼文化建设和育人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网络、微博、微信、抖音、QQ 等新媒体的宣传推介功能，线

上多媒体与线下大课堂相结合，形成育人合力，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课堂思政教育达到等质实

效的育人功能。 
二是发挥砼文化的陶冶感染功能，丰富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砼文化是对建筑专业学子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要将砼文化中的深刻意蕴和时代价值有机融入专业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

要将砼文化有机融入整个校园文化活动之中。砼文化是孕育于校园文化，产生于土建学院的专业文化，

必须依托于团党主题活动、砼文化节或建筑文化节等开展融合专业性、教育性、趣味性、竞争性、思想

性于一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以此来充分发挥砼文化的熏陶感染功能，让建筑专业学子在亲身参与和互动

体验中感受、认知并认同砼文化的魅力。使学生自主自觉地将砼文化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是创立砼文化工作室，发挥其养成育人功能。学院可以通过创立砼文化工作室，整合砼文化育人

资源，依托学院团学组织开展相关实践教育活动，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组织师生义务献血、开

展党员互帮互助、砼文化节或建筑文化节等。以工作室名义组织结构力学比赛、BIM 设计大赛、竹模型

设计大赛等专业性强的知识竞赛活动。工作室还可定期开展砼文化学习传承的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

注重大学生这一学习教育主体的学习实践和社会传播，增强学习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深入开展

建团 100 周年为主题的学习教育和研学实践活动，鼓励广大学生在奋斗中增长本领、磨砺中展现担当，

充分发挥砼文化的养成育人功能，升华自己的道德品行，加深对砼文化的理解、认同，做到学思悟践行。

帮助专业学生认同砼文化中深刻意蕴和时代价值，最终达到以文育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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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砼”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新成果，在融入建筑专业学子的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坚持科学统筹推进、发掘核心内涵、拓展丰富载体，将其深刻意蕴和时代价值的育

人养成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使建筑专业学子能够于文化淬炼中涵养修己安人之志，于专业训练中凝聚拏

云攫石之力，于实践锻炼中传承一辈宗工之技，淬炼“砼”样精神，养成“砼”样人格，成长为符合学

校育人目的、社会发展需求的德技双馨人才，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力量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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